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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育苗

小学生活是教育学生养成
良好思想道德并塑造良好行为
品质的黄金阶段，陶行知先生说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身为教师，我们要细心观察教育
中的点点滴滴，让学生经历更多
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感受，才会
明白更多的道理。“依托活动，学
会感恩”的理念，一直是我进行
学生思想教育的德育主线，我在
平时的班级德育工作中经常渗
透着感恩精神，让学生学会立身
处世，提升个人修养，学会“知
恩、报恩、施恩”。

传递生命之水，感恩同学爱
心温情。前三年的疫情期间，
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大爱。在
居家隔离期间，有的小区电梯
口会有互相交换物资的桌子，
大家可以分享和交换自己的物

资，给有需要的人，这种互相帮
助的精神，让我想到了班上也
会有小朋友平时忘记带水了，
没有水喝的事情。于是在疫情
之后，我便在班级摆放了桌子，
在旁边贴上了“生命之水”的温
馨提醒牌：“当您忘记带水，您
可以带走一瓶解渴！别忘记，
第二天重新放一瓶水回去！愿
您生活有暖，四季平安！”我给
桌子放了两瓶矿泉水，并提醒
学生：“喝水不忘供水人，大家
可以流动传递爱心，并学会感
恩同学。”这样的小举措抓住生
活的点滴，为班级提供了温暖
的一处风景线，也引导学生学
会互相帮助，学会感恩。

办好班级生日会，感恩父母
养育之恩。现在还有很多孩子
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只要求孩

子好好读书，其他的事情基本
由家长包办了。慢慢地，孩子
们就习惯性地忽略了对父母的
感恩之情，觉得父母的付出是
理所当然的。因此，我就定期
每月举办班级生日会，每次都
让同学邀请父母参加班级生日
会，让父母一起参与，关注孩子
的成长。在班级的生日会上，
我会让学生参与护蛋活动，让
学生谈谈护蛋行动过程中的感
受，以此来教育学生感受母亲
十月怀胎时的不容易，理解妈
妈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借助家校搭平台，升华感恩
教育之情。教育学生学会感恩
需要循序渐进，还需要身体力
行，因此家校要形成教育合力，
才能增强活动的实效性。在班
级里，我主要是根据每个月的时

间，定期开展“我为学校做点事”
“我为班级做点事”“我为他人做
点事”等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活
动，比如鼓励学生维护校园纪
律、志愿帮助食堂阿姨收拾学生
餐盒，举行“感恩班级，认领一处
卫生”等清洁行动，让学生在体
验 中 真 正 将 感 恩 教 育 落 到 实
处。从“知恩”到“报恩”，从“报
恩”到“施恩”，把感恩之情化为
强烈的自身责任感。

总之，感恩的主题是永恒
的。学会感恩，是一个人对自
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关系的正
确 认 识 。 以 感 恩 作 为 德 育 的
主 线 ，开 展 多 种 活 动 ，我 想 这
能 够 成 为 学 生 走 向 社 会 的 重
要 人 格 资 本 ，长 此 以 往 ，相 信
班 级 的 德 育 将 会 焕 发 出 特 色
发展的勃勃生机。

大自然五彩斑斓、丰富多彩，
它所具有的真、善、美的价值内
涵，是最鲜活和适宜的“教材”。
我们学校里开设的课程，不仅仅
是知识的注射器，还应该是学生
自己的体温计——学生观察不同
的动植物、在植物的不同季节里
不断去光顾了解它们的变化。面
对这世间万物，他们潜心观察、认
真研究、积极思考、虚心求教，享
受着发现的欣喜、失败的沮丧，经
历着参与的快乐、成长的泪水。

西安市凤景小学开设系列自
然教育课程，他们和陕西山野寻
境科普知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陕
西省林业局合作，因地制宜，开设
有“竹”课程、“小真菌·大蘑菇”自
然教育课程，旨在打破学科界限，
在综合性的实践活动中唤醒学生
热爱自然的情感，激励学生不断
探究发现，引导学生走向科学。

以“小真菌·大蘑菇”自然教
育课程为例。这是以最符合儿童
的方式，以奇妙的微生物——小
真菌吸引孩子们，通过“给菌棒安
个家”，将自然教育融入学生的生
活当中，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自
然的奇妙与生命的力量。

“从探索到发现、从学习到体
验”，凤景小学三大创新空间场域
的建立，让学生在自然中探索、思
考，并付诸行动，最终树立起凤景
学子的生态世界观。

一、第一空间：生态长廊——
生机自然的启蒙园

因为有一颗热爱自然的心，
我们走到了一起。在凤景校园的
植物科普园里，共展出植物标本
七百余种，科属类别六十余种，较
全面地展现了丰富多样、完整原
生的秦岭生态系统。让三秦大地
上的孩子们，从“生命性”“丰富
性”“规律性”中，领略到秦岭植物
世界的丰富多彩，从而触发内心
想要呵护植物朋友的情愫。孩子
们在学校植物科普园里获得的积
极的情感体验，以及丰富的知识
经验，让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呵
护自然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

二、第二空间：科学课堂——
思维探究的故事田

结合分年级自然科学内容，
我们探究课堂的应有样态。老师
们经常在思考：是让孩子们假探
究，学会一个知识重要，还是真研
究，搞懂一个现象重要？答案是
显而易见的。要让孩子们的好奇
心不断循环，我们带领学生要解
决的问题从哪里来，就是科学思
维故事的开始。秋实园里的土闻
着有股味儿，这气味里有什么物
质？一片叶子从哪里开始变黄？

蚂蚁被白板笔的气味困住了是怎
么回事？这些，都是孩子们依据
对自然界物体的观察、大自然中
发生的故事来提出的问题。故事
的内容就是引导孩子们在假设中
进一步去进行实验，最终得到自
己的论证和观点。老师们带着学
生走进自然科学，不仅让孩子们
知道为什么，还明白了为什么要
知道。真真正正的思维探究，让
科学思维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名
词，更是一个动词。让学生的好
奇心循环起来了，发现更多想知
道的问题，产生新的好奇。就这
样，在老师的引导下，“观察——
发现——探究——再观察——再
发现——再探究”，周而复始的循
环过程中，自然教育的形式也在
不断深入。

三、第三空间：实践基地——
“一带一路”的自然之旅

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只是问题
和答案的关系。了解大自然，要
从走近它的那一刻开始。西安市
凤景小学编写的《自然博物之旅》
手册中积极推介自然之美——学
生实践基地。其中四宝守护团
暨“博物馆展品丢失案”“打败神
秘的吸血怪”“便便不撒谎”“从
天而降的鸟蛋”等综合性学习项
目深受孩子们喜爱。在手册的
指导下，凤景学子在循序渐进的
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入了解动物
朋友，了解人类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这是拉近学生与“自然教
育”的新举措。

新时代自然教育创新的空间
就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之中，我
们相信：孩子们心中人与自然情
感的小支点，可以支撑撬起世界
自然保护的大杠杆。守护地球家
园，是人类共同的使命。而通过
自然教育点燃孩子们热爱自然、
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情感，是教
育工作者在学生幼小心灵中播下
的一粒粒种子。我们相信：这粒
小小的种子会发芽、长大，总有一
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学校尝试构建“劳动创造美”
劳动教育新模式：通过构建项目式
劳动课程群、建设劳动实践室、寻
觅劳动课新模式，探索蕴藏在劳动
内容中的审美因素。在劳动实践
中，探寻不同角色、不同岗位的价
值美；积极营造劳动展示舞台，引
导学生在劳动中实现审美愉悦，树
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劳动创
造美”为主题，展开一系列的美劳
实践课研究，开发学校具有审美意
境的劳动课程，打造美劳教学新思
路和新模式。项目组以美术组教
师和劳动组教师为主。下面以“合
木小向导系列”（合木小向导系列
包含我校劳动实践馆、美术馆、陶
艺馆、体育馆等其他校馆的实践场
所）的校史馆小向导为案例来分享
我们的实践和探索。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始
建于1920年，2020年学校兴建了校
史馆，旨在为更多学子展示优秀的

校园文化，百年的校园文化得到继
承和发扬。为了让学生树立校园
主人翁意识，做好校园文化的传承
人，我校制定了以《校史馆小向导》
为主题的劳动实践项目，引导学生
通过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学校历史
和校园文化，利用知识、技能等为
他人提供服务，在志愿岗位上学习
实践，树立服务意识，实践服务技
能，在校园公益服务中强化社会责
任感。项目面向小学五、六年级学
生，实施时长约为一个月，场所在
校史馆。

项目任务及要求：
任务一：查阅校史资料；任务

二：撰写向导说词；任务三：学习向
导礼仪；任务四：争做金牌向导。

任务要求：通过活动让学生了
解学校的历史，树立以校为荣的主
人翁意识，为学校出份力，人人争
当校史馆小向导，培养劳动意识和
服务意识。

项目总目标：
1.了解本次活动的基本流程和

向导的素养要求，愿意积极参与到
校史馆小向导的活动过程中来，形
成“校园主人翁”意识，树立劳动最
光荣的观念，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2. 初步掌握校史资料收集、语
言提炼及向导礼仪的方法和技巧，
经历向导职业体验，培养学生的劳
动能力，促进综合素质的提升，使
学生初步具备担任校史馆小向导
的基本素养。

3. 能自觉自愿为学校公益服
务，培养热爱学校、吃苦耐劳、团结
合作的优良品质，养成遵守劳动纪
律和安全规范的习惯。

4.在校史馆小向导服务中掌握
劳动技能，增强学生为家乡、为学
校代言的自豪感，牢固树立校园文
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项目预设重难点：
重点：掌 握 向 导 礼 仪 、资 料

的 收 集 提 炼 、语 言 的 组 织 和 表
达技巧。

难点：体验向导职业时语言流
畅，动作大方。

项目任务实施的课时安排：
任务内容：任务一：查阅校史

资料（一课时）；任务二：撰写向导
说词（一课时）；任务三：学习向导
礼仪（一课时）；任务四：争做金牌
向导（一课时）。

劳动任务清单：
1. 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搜集相

关校史发展的资料。
2. 上网查阅、了解撰写向导词

的方法，可请教语文老师。
3.了解专业向导的基本礼仪规范。
4. 初步掌握口语表达，规范讲

解用语。
5.掌握向导礼仪后，能大方、准

确、清晰地介绍校史馆。
6. 分小组演练，推出本组最佳

向导。
7. 现场进行引导参观，讲解不

同的板块，当校史馆向导。
8. 宣 传 校 史 馆 ，提 升 服 务 意

识，激发学生对学校的喜爱和自
豪感。

劳动实践评价表（图附后）
作为项目式学习，在整个学

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
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项目的规划、活动的步
骤、问题的解决、成果的收集都是
学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教师要
对整个活动进行组织，对学生在
活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
引导。项目学习的主题来自于复
杂、真实的情境而非教材，教师也
就不能单纯地教授教材的知识，
而是要和学生一起在合作、探究
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获得知识与能力。在整个项目

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时刻提醒自
己只是学习活动中的一员。

以本案例为例，让学生理解职
业，理解不仅仅是对职业知识的认
知，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理解职业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活动中的职
业体验在实施过程中，既要考虑学
生的生活经验，突出情境中的实
践，也要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水
平，把握职业价值引导，将体验学
习与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活联系起
来，让学生能在体验活动中习得技
能，并与语文学科等多学科进行融
合，熏陶情感，认知自我，培养能
力，收获成长。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个结合
□李 鑫

在志愿服务中讲好校史故事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劳动课程项目式学习实践探索

□王春玲

2022 年，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强调素养导向、学科育人，探索与素养目标和内容结构化
相匹配的、学科典型的学习方式，在各学科教学中提倡开展
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其中，《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更是将“劳动项目”作为劳动课程实
施的重要载体。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积极建造劳动
实践室，科学依据“劳动课标”进行劳动项目的有效实施，落
实劳动课程内容及其教育价值，结合多学科融合的教育理
念，助力发挥学校劳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
值，培养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学校是培养祖国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主阵地。学校如何在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中促进学生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浸润学生成长，增强学生民
族文化自信，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
的重要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
内容相结合

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
南》要求“3+2+N”全科覆盖。学
校要通过专家讲座、集体研讨等
校本研修活动提升教师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制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科教学的评
价指标体系，要求每一位老师在
备课时仔细研读教材，挖掘教材
中蕴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找
准其与教学内容的契合点，让学
生在学习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
艺术传承能力与创新能力，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如：教学口语交际《请教》，让学生
观看古人“请教”使用“拱手礼”的
视频，引导学生对比古今的文明
礼仪，从而培养学生的文明礼仪
素养。美术课堂引导学生对比中
国水墨与西方油画色彩，欣赏中
国画的“留白”与构图的巧妙，感
受中国人淡泊明志、洒脱处世的
态度。音乐教学中融入经典戏
曲、古诗词，教师讲解戏曲、古诗
词创作背景，教会学生传唱经典

戏曲、古诗词，感受旋律与韵味
美，品诗词匠心，悟文化之美。像
这样各学科有意识地渗透传统文
化，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
生优秀品德品行和良好行为习惯
的养成。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
文化相结合

“蓬中生麻，不扶而直”，形象
地说明了环境的育人功能。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建
设有机融合，力争“让每一处景说
话，让每一处景育人”。如：笔者
实习的学校将校门设计成古色古
香的“竹简”，“竹简”的右边印刻
着“弟子规”，左边是从学校走出
的名校友简介。整个校门映入眼
帘给人以“书的殿堂”之感，师生
沉浸在传统文化和刻 苦 攻 读 的
氛 围 中 。 进 入 校 门 ，左 侧 一 本

“以书为友，香远益清”开卷待读
的 石 雕 书 ，令 人 不 禁 想 捧 而 读
之；右侧一尊“孔圣”铜塑，“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温故而知新”
指点着师生学习的迷津。学校
还在“光盘行动”活动中，在食堂
墙壁上，涂鸦品食品味品书香的

“五谷丰登，社稷福祉”图案，让
大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栩栩
如生地出现在墙上并配有相应的
古诗词。学生徜徉在这些校园景
观时自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践行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传
统美德和人文精神。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主题
活动相结合

寓教于乐、寓教于做的活动是
育人的重要载体。学校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征，结合自身条件和环境，
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传承活
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汲取传统文化
的精髓。一是校内开展以“爱国、诚
信、节俭、感恩、友善”为主要内容的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营造阅读氛围，
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道
德素质的思想支撑。同时，开展经
典诵读的征文、演讲等比赛活动，以
此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主
题教育。二是学校利用传统节日开
展“传统节日遗风”采访、展演活
动。在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
统节日，组织学生深入村社，参观村
史资料，与老一辈交流，了解传统节
日的文化变迁，传统习俗的丢失状
况，促使学生对传统节日文化进行
再认识，激发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保护意识。同时，让学生借助网络
平台，根据采访活动内容，收集整理
传统节日文化资源，建立传统节日
文化资源库。教师组织学生根据资
源库资料汇编顺口溜、创编小品、表
演歌舞等形式进行展演，如此不仅
丰富了乡邻的文化生活，锻炼了学
生收集、整理、创作、展示等综合素
养，更培养了学生在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中学会“去粗取精”。三是组织
学生深入各类博物馆、劳动基地、纪
念馆、革命遗址等校外实践基地，进

行参观和实践体验，让学生在丰富
的社会实践中，养成热爱祖国、崇尚
劳动、艰苦奋斗等优良品德，更好
地理解和践行传统美德。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课后
延时服务相结合

为确保课后延时服务不加重学
生学业负担，学校可将延时服务的课
程设置与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结合起
来，拓宽传承传统文化的渠道。学校
立足地、校、人，创造性利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将当地民间非遗艺人、有一技
之长的专业人士吸纳为课程决策者和
实践者，把传统的手工制作、戏曲、游
戏、根雕、十字绣、服饰、武术、象棋等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特色活动课程，进
入课后延时服务的课堂中。比如，笔
者实习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开设了开州
三绝之一的临江香绸扇面画课程。扇
面采用国画技法，绘上人物、山水及花
鸟鱼虫，图案美观、雅致，具有浓郁的
民族风格。学校找到非遗传人邓尊
建，借来他祖传的绸扇古画谱，让美
术教师与学生一道研究学习香绸扇
面画。这样学生在丰富有趣的延时
服务中动手操作，探索发现、创新思
维，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
底蕴、艺术魅力，从而提高自身艺术
修养，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只
要学校把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结
合起来，合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教学内容的契合点，通过丰富多彩
的活动，就能让学生将传统文化的精
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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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环节

查阅资料

撰写文案

学习礼仪

向导实践

评价指标

积极主动，形式多样

切合主题，语言精炼

仪表大方，表达流畅

自信大方，应变得当

评价结果

☆☆☆☆☆
☆☆☆☆☆
☆☆☆☆☆
☆☆☆☆☆

评价类型

自评

自评

自评

自评

劳动实践评价表

依托活动依托活动，，学会感恩学会感恩
□黄庆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