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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湖渔”校园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周灵敏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实验中学　江苏　苏州　215105

摘　要：我校以“湖渔”作为学校的文化主题，为进一步挖掘“湖渔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教育内涵，我校承担了苏州市

十三五课题《湖渔文化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不断开发了校本课程，汇编成《湖渔文化读本一（湖渔·风

情）》、《湖渔文化读本二（湖渔·习得）》，以此为基础，开展以“湖渔”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以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

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师生人才的培育以及学校品牌的塑造提供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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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统帅性、前沿性、实用性的课程。

作为一门课程，它涵盖和统领学科课程之外的德育实践、科技
教育、专题教育等诸多领域，培养学生个性特长；作为一种学
习方式，它可以是学科内主题探究性学习，也可以是跨学科的
深度综合性学习，能推动学生进入学科课程学习的高级阶段。

二、学校文化突出“湖渔”精神内涵
学校文化建设是将办学的硬件和软件有机融合在一起的

关键环节。本着继承、反思与创新的基本原则，又凸显地方
特色，丰富教育内涵的总体思路。学校以“湖渔”作为学校
的文化主题，“湖渔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教育内涵，充分倡导
“授人以渔”的理念，要求教师采用灵动巧妙的教学方式，传
授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因材施教。希望激发学生刻苦
勤奋的学习精神，保持激流勇进的学习状态。

三、课程资源凸显乡村文化特色
综合实践活动指是在崭新的课程资源观引领下开发、设

计、实施的一门整合程度很高的新课程，其以丰富广泛的课
程资源为内容源泉，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开放、整合的课程资
源库。在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中要充分利用乡土活动资源，来
充实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资源建设。

四、课程开发立足师生实践活动
课程开发要密切学生与生活的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引导学生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积极体验和丰富
经验，提高学生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之间内在联系的整体认
识，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及良好的
个性品质。
（一）制订课程三年教学规划

为整个实践活动规划整个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
通过这种类型的计划，教师可以阐明整个初中和初中阶段每
个教学水平的位置以及要实现的目标。制定全面而清晰的计
划可以为教师在实施特定课程时提供更清晰的参考框架。三
年规划具体包括，七年级：了解湖渔风俗，捕渔方法，八年
级：探索“湖渔”内涵，习得学习方法，九年级：紧扣行为
教育，引领学生发展。
（二）以校本课程开发引领学校发展

课程开发中，充分发挥以学校主阵地，以弘扬湖渔文化
为主要目标，以湖渔风情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行地方性、特
色性等课程的开发、实施和评价，以增进学生对家乡的了解，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让湖渔文
化精神内涵深入每位师生心中，在学校的物质、精神、组织

文化得以体现，并学校教育内容、方式、环境等产生潜移默
化，经久不衰、内涵深远、多元渗透的影响。
（三）开展丰富的师生实践活动

校本课程开发要立足于师生的实践活动，面向的是学生
自己的生活世界，要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其活动设计要有
渐进可行的活动过程，其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其评价方式也
要多元化。我校开展了丰富的学生探究活动，组织学生到校
外实践活动基地去参观采访，了解渔民生活，学习捕鱼方法，
开展摄影比赛，朗诵比赛，抒发热爱家乡的情怀。

五、校本课程体现“湖渔”校园文化
随着师生围绕湖渔文化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不断积累

活动经验，同时也形成各类综合实践活动资源，最终开发出
具体湖渔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湖渔文化读本一（湖渔·风
情）》包括鱼米之乡 -- 太湖、太湖渔船和渔具、太湖捕鱼方
法、太湖渔民习俗、湖渔文化与学习等五个章节，《湖渔文
化读本二（湖渔·习得）》包括湖渔文化之内涵探索、湖渔文
化之课堂组织、湖渔文化之精神引领、湖渔文化之养成教育等
四个章节。本校本教材通过对太湖的介绍，渔民的习俗以及
渔具、捕鱼的过程介绍入手，让生长在当前现代社会的学生领
略到“湖”的情致，感悟到“渔”的精神，正真体验到“厚、
博、勤、慧”的湖渔内涵，引领学生精神文化，最后将湖渔文
化与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文化、养成教育联系在一起，来指
引学生提高精神内涵，注重学习方法，达成课程编写目标。

六、结论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感到湖渔文化内涵较宽泛、显庞

杂，就我们学校教育而言，必须进行有效的筛选，选取直观
有含义，理性有启示的内涵来加以宣传与弘扬。我们把构建
湖渔文化的重点确定为营造和谐共生、协作共赢的育人生态
环境，继续把传承湖渔文化的精神作为学校校园文化精髓，
逐步走出一条既富有太湖地域特色，又具有我校崇实特点的
的湖渔文化教育成功之路，真正打造成为湖渔文化教育的品
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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