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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四季·五育融合
——南台小学学养课程的建设与实施解读

崔　静

（新抚区南台小学，辽宁 抚顺 113000 ）

摘要：课程是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关键，是学校工作的核心，更是一切工作的物化体现。优秀学校应有科学系统的、与学校

特色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南台小学借鉴北台小学的“养鱼养水、养树养根、育人育心”办学思路，以“养成好习惯，做最好的自己”

为突破口，探索“自觉养成、自主提升”的养成教育，努力实现“新抚区南台小学”建设成社会认可、家长满意、享有人民美誉、受

人尊敬的优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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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南台小学把“建设课程集群，打造亮点课程”

作为未来发展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新的增长点。“十四五”期间，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秉承“办一所因习惯终身受益的学校。”

的办学宗旨，致力于依托北台小学养成教育而进行的养成教育本

土化探索和个性化创新，全面启动了基于核心素养理念下的南台

小学“三维四季五育融合”的好习惯自主养成特色课程建构工程。

一、课程体系构建

（1）决策主体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同时考虑学校意愿。

利用骨干教师和领军人物，研发校本课程。结合学校特色，设计

行为习惯、传统文化、思想品德三维课程集群。

①行为习惯课程群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②传统文化课程群弘扬传统文化。

③思想品德课程群塑造积极心态，提升人格价值。

（2）美国教育家毕特曾说：“生活即教育，一切皆课程。” 

在养成教育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地方、校本和班本课程，以

实践活动为重点。结合习惯养成和传统文化，优化多学科实践活

动课程，分层设计，形成体现融合教育的四季实践活动课集群。

为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紧扣“双减”政策，

提前对学生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按年级落实南台小学特色实践

活动四季课程。学科实践活动超越学科，强调核心素养的形成。

南台小学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跨学科建设，设置 10% 学时的实践活

动，充分发挥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拓展学校自主发展空间。综

合学校实际安排实践活动，突出学校办学理念，避免简单“加法”，

探索“乘法”，最大化育人功能。在保留经典实践活动的前提下，

南台小学深化提炼各学科实践活动，形成四季课程核心内容。通

过实践活动课集群板块，打造南台小学学养教育课程框架，实现

国家课程标准的精准落实和养成教育的深化。南台小学“三维四

季五育融合”特色课程建构工程正式启动。

二、课程实施过程

（一）三维课程落实：

①习惯养成核心课程群：新课程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良好习

惯。南台小学三维课程体系中养鱼养水的行为习惯养成课程群，

全面落实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以及班本课程，在学生

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中，更全面地发挥着培养学生道德习惯、读

书习惯、创新习惯、健身习惯、审美习惯、劳动习惯的重要作用。

其中，书写、劳动、健身、阅读等四大习惯，是南台小学习惯养

成教育中的核心养成要素，不仅在国家课程中作为重点落实项目，

同时，在三维课程集群下分化出的四季课程群中，作为独立的实

践活动训练点，也同步进行常态性训练与培养。

②传统文化学习拓展课程群：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在

国家规定的学科课程的基础上，学校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以

及学生协调、完整发展的需要，以丰富的教师资源为依托，系统

研发、设置校本课程内容，形成南台小学“三维四季五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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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养课程体系中的养树养根的传统文化课程群，即拓展课程群。

该课程群中，书法、篆刻、拼布、刺绣、传统糕点烘焙成为南台

小学传统文化传播的核心课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筑牢坚实根基。从南台小学办学目标的设定和教

师资源实际情况出发，这部分课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搭建学生自主发展的平台，旨在充分挖

掘每个生命个体的潜能，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

学会自我管理、学会自主学习、实现自主发展。

譬如：古诗文积累就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编

撰了校本学习材料《文传诗诵》，开设古诗文积累第二课堂，再

通过竞赛性课程设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积淀。最重

要的是，我们在古诗文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古诗文的理

解和诵读，同时，把学习的权利交给孩子们，将知识层面打开，

进行敞开式地跨学科融合探究。以《游山西村》这首诗的教学为

例。教学过程中，有古诗词的认知、理解、背诵，更有围绕山西

村的历史考证、地理探秘、人文寻踪和把话变成“画”的艺术想

象与书画创作。以探究性学习为载体，着力引导学生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经历解决现实问题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质疑与思辨能力、

合作与创新意识、思维与实践能力，最大限度赋予实践活动深度

与广度，完成了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和能力提升。

③德育养成发展课程：教育家朱永新有一首诗《享受教育》，

其中写道：“你如何理解生活，你就将拥有怎样的生活；你如何

让理解教育，你就将拥有怎样的教育。”南台小学的养成教育基

于对“好习惯，好生活”的理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

在发展课程这一领域，侧重促进学生全球思维、国际视野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实现敬畏生命、热爱生活、敢于担当、向

往幸福等道德品质的内化。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发展课程进行德

育养成教育的有效落实。说到德育养成教育，实质就是思想与思想、

灵魂与灵魂的交锋，更是品质“内化”到“外显”的过程。为此，

结合学生心理和知识水平的实际情况，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

南台小学发挥养成教育的传统优势，抓好顶层设计，探索创新“一

体化领导、课程化运行、协同化育人”的发展课程体系，构建以

课程思政为主导，文化思政、网络思政为浸润，学科思政、生活

思政为主体的“大思政”发展课程体系。在核心课程之外，把开

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心理健康系列讲座、传统节日实践活动、

行为规范训练日等人格类课程、文化活动全都进行课程化管理，

实现发展课程育人育心的功能。

（二）四季课程实施：

辽宁省教育厅颁布的《中小学课程计划》规定，各学科需开

展不低于 10% 学时的实践活动，关注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和课程育

人功能。跨学科探究课程是课改的重点，与“立德树人”教育方

针密切相关。我们将单学科和融合实践活动作业安排在寒暑假，

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培养核心素养。

北方四季特征明显，为学生提供丰富学习资源。春秋美景为

实践提供良好环境，酷暑严冬也促进学生实践与成长。利用假期

挖掘、整理各类实践作业，让学生自主完成。假期结束时，学校

组织评价和交流实践成果，促进学生互相学习。以寒假期间科学

学科的实践活动课程为例：

（1）一二年级为寻找结霜的物体，并拍摄下来。记录当天的

气温和发现的地点。

（2）三四年级为①寻找结霜的物体，并拍摄下来。记录当天

的气温和发现的地点，查找资料获取结霜的原因。②利用热的浓

盐水和铁丝或绳子等物品，制作盐的结晶。并将作品拍摄下来。

简单记录结晶的过程。（注意使用热盐水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家

长陪同）

（3）五六年级为冰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也是

冰雕艺术的一种形式，试着自己收集材料，制作一个冰灯，并点亮。

记录下制作的方法和发现。

进入寒假，北方已经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依

据国家课程标准，从课内学习的相关内容出发，结合生活实际状态，

南台小学从结霜、结晶、结冰三个气候现象出发，鼓励学生结合

生活实际进行实践探究，探究不同温度条件下，水的气态、液态、

固态变化的条件和变化的特征。同时，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进行语言文字的描述。

这个过程，是基于儿童立场，从他们的生活出发，从他们的

发展出发，给了他们自主发展的机会。孩子们真正成为了学习的

主人。

通过学科融合、家校融合、跨龄融合等多种方式的融合，建

立学生和学习资源之间、学生和教师之家、家长和学校之间、学

生和同伴之间的深度联系。在这种课程之下，可以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各种思维，

帮助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更好的将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生活

结合起来，最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样的四季课程，是对课

内知识体系的纵深延展，更是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有效训练途径。

三、总结

坚持“学生核心素养和健全人格并重”是南台小学核心育人

目标。这样的四季课程落实，不仅让孩子们动起来，更让孩子们

把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把见闻与实践联系起来，并运用这种联

系更好地理解、认识事物，用更积极的态度和方式去创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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