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县研发卓越课程行动叙事

我所在 的 江 苏 省 徐 州 市 贾 汪
区塔山镇中心小学是一所乡村小
学，偏远、质朴。美国著名作家塞
林 格 曾 经 写 下 了《麦 田 里 的 守 望
者》，其 实 我 们 教 师 也 是“ 守 望
者”，在校门之内，每一间教室就
是一方麦田，每一株麦穗上都摇晃
着饱满的诗句。塔山中心小学是一
个弥漫着诗意的地方，诗意来自每
一个心灵深处的相遇，来自彼此眼
神里的确认。

2011年，我初次进校时，在面对乡
村儿童精神相对贫瘠这一现实的同
时，孩子们也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并
让我见证了童诗特色课程的生长力和
一株株“麦穗”的惊人成长。

学生致豪就是其中之一，他敏感
自卑，目光里总是夹杂着躲闪。一次，
在童诗课上，他第一次高高举起了手：

“老师，我自己写了一首诗，我能读给
你听吗？”

我点点头，“当然可以了。”
《春天》

春天是瓶烈酒
在花海里沉醉
春天是首歌

来自燕子的鸣叫
春天是朵花吧
花是小女孩吧

在这之后不久，他又写下了一首
诗《风是一条青翠的蛇》：

留尾在绿色的草地上
长着洁白的翅膀

飞向蓝天
与鸟儿作伴

此后，童诗课走出教室，迈向更
广阔的田野。在稻田里、小河边、田
埂上，致豪总是最欢呼雀跃的那个，
这个孩子因诗歌改变着……后来，
他的系列连载作品已创作了 41章近
5万字。我还为他编辑整理了诗集
《风是一条青翠的蛇》，与徐州高等
师范学校美术班合作的《苔花》诗画
集里也收录了他的诗歌。这便是一
个孩子与诗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
交汇。

当然他不是唯一，还有已经创作
300多首诗歌的王广昊、想要成为诗人
的王杰、羞涩内敛而又文风独特的李
雅婷……

见证孩子们成长的同时，我也在
和他们一起成长。

2019年，我写了 7万余字的班级
故事《我们的诗歌之旅》，编纂了班级
诗集《想和你去远方》，同时记录下了
孩子们在诗歌里成长的故事——《送
你一本书》《尘埃星辰》《自然生长》
《泥泞里的童年》；2020年，我编纂了
新的班级诗集《诗梦 时光》，写下了
17 万字的诗教文集《诗在左，你在
右》；2022年，我完成了师生共写诗集
《当我望向远方》；2023年，我开设了
个人微信公众号“诗光原野”。

2020年，我们学校的童诗特色课
程作为振兴乡村教育的案例登上了
《中国教育报》《徐州日报》《彭城
晚报》；

2021年，我们组织学生参加了博
鳌美育艺术节的新教育诗会活动，近

30位学生获得了各类奖项；
2022年，我们完成了教育部课题

《走向自我完成——乡村小学儿童诗
校本课程的构建与研究》的结题汇报；

2023年，我们与徐州地铁合作，将
孩子们的诗篇投放至地铁一号线……

一切在重新启程，一切又不只是
启程。

诗歌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但
它可以改变一个人。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一个人、一
间教室，带动着一群人、一所学校向着
美好出发。

在与新教育相遇的日子里，我深
切地感受到，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
热爱的事情就是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

守望，源自生命的在场，源自对当
下每一刻的悦纳，源自灵魂交汇间的
滋养。当诗歌走进童心，当诗意弥漫
校园，当每一个从这离开的孩子怀揣
着一颗诗心时，孩子们就成了塔小人
守望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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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新教育”这颗美丽的
种子，在江苏省丰县大地处处散发着
醉人的芬芳。

朱永新教授在《萧山宣言》中说：
“教室是河道，课程是水流，两者相得益
彰，才会涌现教育精彩。”没有课程，再

“完美”的教室也会苍白；没有课程，再
“理想”的课堂也会空洞。因此，研发卓
越课程、培育核心素养、润泽生命成长，
便成了丰县新教育人的孜孜追求。

区域顶层设计，强化课程引导

朱永新指出：“课程的丰富性决定
着生命的丰富性，课程的卓越性决定着
生命的卓越性。”为研发具有丰县特色
的卓越课程，提升学校办学品质，推动
教师专业成长，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丰
县教育局出台《丰县研发卓越课程指导
纲要》，从建设目标、课程内容、实施路
径、课程评价、任务要求等方面提供指
导，引领学校特色发展和内涵建设。同
时，组建课程建设专家指导团队，聘请
一批省、市课程专家指导全县卓越课程
建设，马斌、倪娟、沈书生、林忠玲等专
家多次指导，为全县卓越课程开发与建
设把脉掌舵。此外，丰县通过实施“三
项工程”，全方位提升课程研发的支持
动能，营造课程研发的环境氛围，即以
书香校园建设，大力推进项目阅读；以
校园文化建设，强化课程环境营造，凸
显项目特色；以家校共建，聚合社会资
源，给予课程智力、物力、技术等多样化
支持。丰县教育局申报的《基于教育信
息化的减负提质县域行动》获批省基础
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区域课
程建设改革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也
为学校课程建设提供方向。

彰显地方特色，实现文化育人

两汉文化看徐州，汉源文化在丰

县。丰县各校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资
源，开展丰富的课程实践、探索活动。
以赵庄镇中心小学为例，该校充分挖
掘汉文化资源，从“文学熏陶”“辩证历
史”“家国情怀”3个维度梳理了学生发
展的素养目标，研发了以“汉”文化为
核心的“汉润童心”课程体系，包括“汉
语之涵”“汉字之魂”“汉鼓之韵”“汉操
之魄”等，通过汉文化系列课程在学科
渗透、校本课程、社团选修课程以及实
践活动课程中的具体实施，全面指向
学生素养的培育。范楼镇马庄小学立
足学生发展，研发“汉画像石校本艺
术”课程，为学生创造实践环境与条
件，学生的汉画像石作品在徐州艺术
馆展出，并获得优秀展评作品一等奖。

聚焦个性发展，突出素养培育

学校的课程建设，既是学校个性
化教育的需要，又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需要，更是推进幸福教育的需要。
为了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培养学
生健全的个性和完整的人格，全面培

育核心素养，丰县各校结合地域特色，
百花齐放，研发了众多校本课程。

依托自然资源，资源即课程。华
山镇中心幼儿园立足沙土泥资源所
具有的本土性、自然性、价值多元性
等特点，开发了“亲沙乐土”自然体验
课程，建立了资源、环境、活动和幼儿
经验之间的联系，融通了区域游戏、
生活体验、社会实践，实现了课程向
幼儿真实生活的回归。“亲沙乐土”自
然体验课程成功立项为省基础教育
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研究成果
获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地处“牛蒡之乡”的丰县金陵中心小
学充分研发了基于“健康·未来”理念
的牛蒡养正课程，通过多学科课程建
设，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大沙河中心
小学地处丰县二坝湿地附近，该校借
助湿地资源，研发了“水润童年”生命
成长课程，融合语文、数学、科学、艺
术等学科，不断丰富学生成长底色，
促进学生自然、和谐发展。梁寨初级
中学依托渊子湖景区，研发了“渊子

风”课程，以“学科+特长”方式构建学
校跨学科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全面
成长。

立足乡村生活，生活即课程。丰
县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有着深厚的农
耕文明。丰县实验小学“童年的四季”
二十四节气主题式跨学科融合课程，
为学生搭建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立体
课堂，彰显传统节气的文化魅力，让学
生真实、全面地了解二十四节气，最终
让学生更好地感知生活、感知自然，学
会学习、学会生活。赵庄镇刘集小学
把汉文化与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研发
了“汉润田园”传承汉文化的劳动课
程，在“幸福浸润童年，文化滋养心灵”
育人理念指导下，践行文化育人、素质
育人、实践育人，打造“有传承、会学
习；亲乡土、会生活；爱科学、会探究；
能合作、会创新”的花园式校园环境，
重点建设集实物展示、交互体验、动手
创造于一体的沉浸式系列主题场馆，
回归学生生活，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的同时，指向学生的社会化发展。丰
县大沙河镇是“大沙河”红富士苹果生
产基地，大沙河镇中心小学围绕“果
都”人民生活，研发了“果燃”成长课
程，引领孩子们“识果”“说果”“写果”

“演果”，把丰富的乡土生活融入学校
课程之中。

在卓越课程研发过程中，通过师
生共做、共读、共写课程叙事，全县涌
现出一批深耕课程的智慧校长和特色
教师，促进了师生的共同成长。通过
学校课程建设精品展示活动，“一校一
案、一校一策、一校一品”特色日益凸
显，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建设和高品质
发展，课程研发成为丰县教育人的行
动自觉。我们深信，行走在卓越课程
研发的路上，必将留下更美的生命印
迹，收获更多的教育幸福。

培育核心素养 润泽生命成长培育核心素养 润泽生命成长
■江苏省丰县教师发展中心 王德栋

加入新教育两年多来，我
们与课程相拥，整体谋划，俯首
躬行，课程建设硕果累累，教师
成长路径鲜明。我们向卓越前
行，发掘榜样，典型引领，区域
样态品牌彰显，教育质量显著
提升。

整体谋划，架构课程体系

新教育的卓越课程体系设
计以生命课程为基础，以公民
课程（善）、艺术课程（美）、智识
课程（真）作为主干，并以“特色
课程”（个性）作为必要补充，我
们以此为基本课程框架，因地
制宜，勾勒出铜山教育的发展
新蓝图。区教师发展中心统筹
谋划，要求各校从实际出发，以
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本位，构建
品牌鲜明的学校新教育卓越课
程体系，同时鼓励每一位一线
教师成为卓越课程的执行者和
开发者，营造全区卓越课程“百
花齐放春满园”的发展新样态。
区教师发展中心和各校公众号
开设卓越课程专栏，各校设立
卓越课程研发部，从课程构建、
课程研发、师资建设、系统化评
价、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全力
支持，将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细处，确保课程的丰富性与卓
越性。课程是一粒火种，铜山
师生正凝心聚力，共同书写新
教育生命叙事，追求人的完整
幸福。

俯首躬行，研发卓越课程

朱永新教授说：“卓越课程
也是我们的一种价值追求，一
种生命朝向，一个未来期待和
一个庄严承诺。”深入“田野”，
是新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和路
径。真正全身心的投入新教育
实验，才能达到做中学、做中
研、做中进的效果。

一校一体系。 2022年 10
月，以徐州市新教育实验行动
项目领衔单位申报为契机，铜
山掀起了研发卓越课程项目
的热潮，35所学校积极申报。
铜山区实验小学的“聚焦素养
立意的卓越课程研发”，铜山区新区实验小学
的“全科思辨 读写共生”阅读课程，三堡实验小
学的“基于‘驿·道’文化的融通教育特色课程
项目建设”，郑集实验小学的“融古今置其境：
乡村小学经典儿童剧体验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江苏师大附校的“珠心算课程”，北京路小
学的“二十四节气课程”等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向徐州市教育局推荐的同时，我们也对其他
项目进行逐一指导，挂牌实践，真正让卓越课
程项目在铜山的每一所学校落地生根。各镇
利用延时服务、晨诵、午读、班会等时间段，因
地制宜，多维度、多层次研发与实施卓越课程，
形成了一校一品的课程体系，课程建设成果
丰硕。

一师一课程。卓越课程是全方位、全过程的
课程，是师生共同经历的课程。铜山教师秉承“我
就是课程”的胸怀和气魄，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以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本，运用“加减乘除”整合、建
构、研发卓越课程，以培育兼具德行、审美、情感、
智慧和能力的学生。在一次次的深入实践中，铜
山区涌现出一批榜样教师，如让艺术之光照亮乡
村孩子梦想之路的毛丹，和孩子们一起以诗抵达
远方的谷秀娟，擦亮每个日子、呵护每个生命的陈
影，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的许文，“山里娃”的“孩子
王”——袁大金……他们登上了“彭城师说”的舞
台，用充满惊奇、触及灵魂、生命在场的卓越课程，
实现了知识与师生生活、生命的深刻共鸣，创造了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发掘典型，形成课程品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典型的
人、典型的事、典型的做法，引领着更多的人向实
里走、向远处走、向深处走。

课程之美丰盈生命。课程的丰富决定着生
命的丰富，课程的卓越决定着生命的卓越。为进
一步发掘课程之美，推广典型经验，提升全区广
大教师研发卓越课程的意识与能力，铜山区开展
了“课程之美·我的教育叙事”征文竞赛，择优选
择 45篇征文及课程叙事视频在公众号刊登，多
篇文章被“守望新教育”“徐州教育在线”等平台
转载。第十九届教师读书峰会专门设立课程叙
事板块，“小皮影，大舞台”“二十四节气：让生命
在自然中绽放”“构建儿童的课程，创造适性的教
育”等课程的研发教师在讲台上叙说与学生共同
经历的一次次跃升，课程让师生实现了生命的
丰盈。

卓越课程品牌引领。铜山的“阳光体育”课程
全国知名。棠张高中女排和新区实验小学的男
排，为省队、国家队输送一批又一批人才；“春之
翼”合唱团植根乡土，助力乡村音乐教育提升。
2022年 6月，徐州市新教育办公室携手徐州市电
视台、徐州日报社走进铜山实小、新区实小、大学
路实验学校，拍摄《走在新教育的大路上》专题片，
并在徐州市电视台播放，被“学习强国”和《徐州日
报》全文刊载，带动了全区其他学校的项目建设。
2023年，我区 3次举办“研发卓越课程”现场推进
会，引发了研发卓越课程的高潮，活动深受徐州教
育界同仁好评。

研发卓越课程，奏响了师生的生命之歌，实
现“人”的幸福完整。两年多来，新教育在铜山大
地落地生根、开枝展叶，取得丰硕成果。在新的
征程上，铜山教育人将以全新的理念、崭新的面
貌、创新的举措，为新教育注入铜山精神，贡献铜
山智慧，展示铜山力量，实现区域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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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守望：：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中心小学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中心小学 刘春娥刘春娥

在江苏省徐州市东华小学的校园
内，有一棵树。这是一棵近百年的老桑
树，春来叶木蓊郁，夏至桑葚鲜红，秋日
树叶金灿，冬季静默凋零。这棵桑树见
证着朝暮晨夕的光阴流转，春夏秋冬的
四季更迭。多年来，它默默根植于故黄
河畔东华小学校园内，见证了东华学子
的成长韶华、教师园丁的呕心沥血。多
年来，摘桑叶养蚕、摘桑葚吃桑葚已经
成为东华学子校园生活中最深刻的
记忆。

老桑树坚强，朴实，努力，奉献，向
下扎根，向阳而生，这正是每一位东华
教师和东华学生的精神写照。

以此为契机，我校凝练了“生长
教育”这一育人哲学，构建了“学以致
事，行以达人”的育人理念，架构了

“桑语蚕韵”校本课程，厚植桑树情
愫，扎根桑蚕历史，挖掘桑蚕文化资
源，将“观察记录桑蚕生长”“理解传
承桑蚕文化”“知悉铭记家国故事”

“家校社区具身实践”作为课程的主
要内容，设计 5个具体课程：凝思历
史，桑蚕道德养成课；桑语蚕韵，文学
素养提升课；格物致知，桑蚕科学探
究课；画舞唱弹，桑蚕艺术修养课；移

物迁情，桑蚕综合实践课。
我们努力践行新教育所倡导的课

程观，将课程视为生命成长的能量，通
过课堂内外的叠加，学校家庭的碰撞，
以各种形式互相作用，由量变到质变，
最终实现知识与社会生活、师生生命的
深刻共鸣。

语文组设计了“解桑说蚕”主题课
程。四（1）班的邱润泽同学在日记本
上详细认真地记录“蚕宝宝”的生长
过程，“5月 9日，今天的蚕宝宝又变
大了很多呢 !它们的身体变成了白
色，胖嘟嘟的……”“5月 11日，看！
蚕宝宝开始吐出一根根又长又亮的
丝……”“5月 12日，蚕宝宝去哪儿了
呢？其实蚕在茧内转化为蚕蛹了，它
们为自己盖一间小房子……”五（1）班
的权子贻同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桑
葚的营养价值有哪些？桑葚干是怎么
制作的呢？带着这些问题，他完成了
《关于桑葚价值的研究报告》。结合语
文教材，四至六年级的学生还创作了
《蚕宝宝历险记》……

数学组设计了“量桑观蚕”主题课
程。三、四年级的孩子观察蚕的生长
变化，用表格记录蚕的一生，并绘制蚕

的生命周期循环图；五年级的孩
子将桑叶画在格子图里，记录
每片叶子面积大小并设计、
绘制折线统计图；六年级的
孩子设计“桑树有多高”实
践活动，运用等比例的
方法测量桑树的高度。
一项项活动，让学生
们 增 强 了 数 据 意
识，体会数学之美，
感受到数学与现实
生活的密切联系。

英 语 组 围 绕 桑 蚕
制 作 绘 本 ，《桑 树 的 故
事》用英文向读者介绍桑
树的成长过程，桑叶、桑葚
的 功 效 与 作 用 ；科 学 组 以

“跟着书本学桑蚕”为主题，
开展制作桑树模型、桑叶书签，
了解蚕的一生、蚕宝宝的生长小屋
等项目；艺术组通过绘画、陶艺、剪
纸、彩泥和演唱等形式，让学生体
验捏制桑蚕、剪裁桑叶、养蚕、剥茧
抽丝……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是师生生
命生长的历程，课程让知识拥有了生命

的温度，课程的卓越决定着生命的品
质。桑语动情，蚕韵绵长，一草一木，皆
为课程。我们将会继续行走在卓越课
程研发的路上，为儿童带来更多的“可
能”，照亮儿童生命成长的旅途，演绎儿
童生命成长的传奇，成就儿童生命的幸
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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