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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课程绽放生命活力
金 蕾

大观区高琦小学 安徽 安庆 246003
【摘 要】：世界是五彩斑斓的，课程也应该是五彩缤纷的。教师，不仅要做课程的执行者，还要做课程的开发者、参与者和实践者。为此，

我们不断探索，不断丰富课程，让课程绽放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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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处留心皆课程

10 月份倒数第二个双休日，考试院将高琦小学设为成人高考的

一个考点，我们班教室也成为其中一个考场。

周一，学生来到教室，发现教室里的课桌位置挪动了，课桌的

右上角还贴了一个数字标签，孩子们好奇地问我：“金老师，这是

什么呀？”“金老师，我们的座位为什么会移动呀？”“金老师，

这张纸条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一下子，好多个为什么追

问着我！待孩子们来齐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带孩子进行早读，而

是让他们放下书，随我一起来观察。

首先是教室的前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027”，我请孩子

们读出上面的数字，再告诉大家“027”表示我们一（3）班教室是

第二十七考场。大家跟着我说了一遍。接着再请学生观察课桌上的

小标签，每个标签上都有一个数字，从“01”到“30”，孩子们立

刻七嘴八舌地读着自己课桌上的数字。待他们安静下来，我再告诉

他们，这些数字是座位顺序号，每个考场共设有三十个座位。我指

着前排一个座位上的数字“16”告诉孩子们这就是第二十七考场的

第十六号座位！大家又一起跟着我说一遍。然后我再请贴有座位号

的同学向旁边同学介绍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孩子们开心地介绍

起来，似乎自己就是一个小考生。

这时有个孩子大声读起黑板上的“考生须知”，“1.考生不可

将通讯工具带入考场，否则按作弊处理；2.考生在考试结束前半小

时方可离开考场。”识字多的同学嗓门儿也响亮，仿佛是在向大家

炫耀着：瞧我厉害吧！认识这么多的生字！惹得一部分同学用很是

羡慕的眼光眼巴巴地望着她！“老师，什么叫‘作弊’呀？”有同

学提出问题了，肯定有同学知道答案，“谁来帮他解决疑问？”我

把问题抛给了大家。“作弊就是自己不动脑筋，看别人的答案！”

我说吧！孩子们就是厉害！掌声送给他！“那作弊的行为对不对呢？”

我接着问，“不对！”全班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因为你不动脑筋，

看别人的，你就学不到知识！”一个孩子补充道。看我们的孩子多

聪明，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不公平的！”又有一个

孩子补充了一句！真是完美的总结！我大大赞扬了这个孩子！

此刻，我的内心好激动！对一个词语意思的理解竟能引发孩子

们对学习知识的思考，对公平公正的理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其实，只要我们在教学中细心观察，认真思考，

就会发现，留心处处皆育人，处处留心皆课程。

2 个性化构建精品课程

新课程改革要求国家课程校本化。我个人认为，国家课程校本

化，就是追求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只有课程个性化了，才可能培养

个性化的人才。比方说，我校语文课程就建立了与“学段目标和内

容”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设置了“识字”“口语交际”“阅读”“写

字”“习作”等相关课程，既与教科书相衔接，又达成课程标准的

个性化目标，对国家课程进行拓展。我个人还在教学中增加“读经

典”“母子谈心”等课程，增强孩子“课外阅读总量”和“观察能

力”。再比如，我校以“科学教育”为办学特色，设置了“两课一

活动”科学课程，利用一节科学课加上每周一节课外活动课，将这

两节课作为落实科学活动课程计划的必修课，编入课表，根据学生

兴趣爱好，分别编入信息技术、摄影、航模、自然实验等兴趣班上

课或纳入学生社团活动，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科学素养。

为了构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就需要做好课程个性化开发的顶

层设计，搭建个性化课程开发整体框架，分解具体目标，通过三至

五年努力，打造一定数量、教学效果好、内容齐全、可复制的学校

个性化课程。这种课程，可大可小，大到学科、年级，小到学科板

块或项目，由小到大，由点及面，去粗取精，不断积累，即可形成

个性化课程品牌，形成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学生提供有助于学习需

求及发展的多种个性化课程[1]。

个性化课程开发时，还要根据学校师资、资源、特色等要素，

构建与学生高素质、强潜能发展相匹配的学校课程期望图谱，注重

前瞻性、现代性、选择性、适切性、系统性，提供多个科目与模块

供学生学习选择。这种系统性、多样性、实践性的个性化课程符合

多元文化的需求，符合多元人才培养的要求，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与

实践[2]。

3 因地制宜开发乡土课程

我的家乡是戏曲之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有着丰富的课外教育资源，选择一些根植于学生生活，富有乡土气

息的校外资源开发乡土课程，是非常有可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实

践。

结合家乡的山水开发课程。比方说，让学生游一游家乡的天柱

山、巨石山、小姑山、花亭湖、菱湖等山山水水，体会家乡的可爱；

学一学描写家乡这些山水美文，感受家乡的美；当个小导游，介绍

介绍家乡这些美景，增强家乡的自豪感；再用笔描绘家乡的这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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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憧憬家乡未来的蓝图等等，激发孩子从小热爱家乡情怀。

结合家乡的名人开发课程。读一读家乡名人小传，如陈独秀、

黄镇、邓稼先、严凤英、姜高琦等都是安庆人耳熟能详的名人，调

查这些名人的生活、学习、工作及成就，采访家乡名人故乡的父老

乡亲或者家乡名人的知情人、亲人，追寻家乡名人的童年足迹，尝

试为家乡的名人写传记等等，让孩子以家乡名人为榜样，从小立志

成人成才。

结合家乡的传说开发课程。家乡的故事很多，如天仙配、六尺

巷、孔雀东南飞、振风塔、不越雷池一步、高琦小学的传说等等，

让孩子读一读家乡传说、故事，听一听长辈讲家乡的传说、故事，

记录家乡的传说、故事，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同学听、家长听，还可

以实地考证故事的原发生地，让孩子在美丽的童话中感受家乡悠久

历史、灿烂文化。

结合“家乡的工厂”“家乡的交通”“家乡的特产”等主题开

发课程。历史文化名城的安庆，这些主题乡土气息很浓，石化总厂、

华茂集团、胡玉美、麦陇香、安庆高铁、圆梦新区等等，当学生通

过积极主动地探索，浸润其中时，不但提高了运用语言的能力，而

且能在探访中感受家乡的发展变迁，进而陶冶情感、获得知识、发

展个性，让孩子从小树立服务家乡的美好愿望。

4 充分利用微课程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微文化”悄然诞生，课程也就离不开

“微课程”。微课程具有完整性、连贯性与广泛性，能为学生提供

连续的、形象的、随时的学习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

去年学校的中青年教师练兵赛上，我执教的是北师大版二年级

上册第十一单元中的一篇课文《三个小板凳》第二课时，生字词语

教学虽然不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但在低年级的每节语文课堂上，

字词教学都是不容忽略且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选取了这一课生字中

的一个典型：品字结构的“品”字，将“品”字及品字结构的教学

制作了一节微课。在这节微课中，教学了“品”字的读音，用直观

形象的、在田字格中书写品字的笔顺这种方式教会孩子们如何写

“品”字，再用琅琅上口的儿歌帮助记忆品字的写法，接着列举了

十个由“品”字组成的词语，丰富了学生的词语积累，最后让学生

通过观察发现“品”字的结构特点以及“品”字结构的其他生字，

帮助学生积累了品字结构的一类生字。

虽然是第二课时，但结合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学情需要，

用微课的形式，更直观地教学生字，符合低年级学生形象思维的特

点，调动其多种感官的参与，在眼看、耳听、口说、心感的教学过

程中获得字词意义的直观印象，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振了学生

的听课精神，同时也提高了对字词的记忆效果，还有利于思维能力

的培养。

在生字教学中，引入微课这种形式，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学生

字模式，增加了课堂授课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生字的兴趣，

降低了字词学习的难度，也节约了很多平时花在生字教学上的时间，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5 结束语

现代的社会是开放多元的，而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全面发展，那

么仅仅靠教材和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依据课程

标准，具有强烈的课程意识，充分利用丰富的校内外资源和信息技

术，执行好课程、开发好课程、应用好课程，让丰富多彩的课程助

生命之化绽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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