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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27 载，我曾在 3 所不同的

学校担任管理者，每到一校，我都把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共同成

长放在重要位置，并根据不同校情

探索不同教师的专业成长之道。

“教师成长训练营”的探索。教

师成长训练营的实质是学校构建的

教师学习共同体，通过有计划、有步

骤的培训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它的实施步骤为“做调研—选营长

—定主题—招成员—拟方案—强训

练—做调整—重总结”，充分发挥骨

干教师的种子作用，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成长，变“单兵作战”为“团

体作战”，解决一线教师专业学习

“无主题、不系统、缺同伴”的问题。

作为校长和自治区特级教师

工作坊坊主，我担任学校教师成长

训练营的总营长，负责全校和工作

坊教师专业成长的总规划，并根据

不同教师的需求设立不同主题的

分营，如“作文教学训练营”“班级

管理训练营”等，教师根据需求选

择相应阵营，分营营长通过“个人

推荐+教师选举+学校推荐”的方式

产生。这为教师的个性化发展提

供了良好平台。

教师成长训练营的训练是否有

效，我们让一线教师担任评委。每个

学期末，分营营长要根据本营的训练

主题、训练目标、训练内容、训练成效

向全体教师作述职报告，要求有典型

事例或数据支撑。全体教师无记名

投票，分优秀、良好、合格等等级，考

核结果与学校绩效工资挂钩，各营成

员同时享受相应奖励。这就做到了

“我的学习我做主”。

这一创新学习模式，有力促进

了教师的发展。

“美团式”校本研修模式的创

新。美团网推出产品前会先做市场

调查分析。为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住

等问题，2014 年，我模仿该做法，带

领团队通过线上问卷和线下访谈等

形式，对本校和周边学校进行了摸

底调查。我们发现，乡村学校在开

展校本研修过程中，普遍存在领导

和教师不够重视、研修制度不健全、

研修形式机械单一、领导“一言堂”、

教师缺乏研修主动性、研修内容碎

片化等问题。我们收集了一线教师

的困惑和需求等信息，提出“建一个

平台，让教师站在平台的最中央，让

教师的教研生命力得到绽放”的理

念，决定构建“互联网+教育”的支持

服务平台，探索新时代校本研修新

模式。

每次开学前，学校和我的特级

教师工作室团队会根据教师需求确

定一个研修主题，积极发挥本校优

秀教师和特级教师工作室成员的榜

样示范作用，激发教师研修的积极

性。一些优秀教师常常应邀到乡村

小学讲学支教，这相当于“美团外

卖”。一些好的研修项目，我们邀请

乡村学校加盟一起研究。

于是，“调查—统计—推出—下

单—加盟—外卖”的“美团式”校本

研修全流程模型日益成型。这不仅

增强了实效性和开放性，还实现了

区域辐射和优质教研资源整合，结

成了城乡校本研修共同体。

“三维度三段式”教师培养模式

的实践。“三维度三段式”教师培养，

是我的教育部“双名计划”名校长工

作室为促进本校和本区域教师专业

发展，培养为学、为事、为人的新时

代大先生而专门建构的教师培养模

式。“三维度”指《小学教师专业标

准》的三个维度：专业理念与师德、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段式”指依

据美国学者库伯的经验学习圈理

论，设计了培训的三个阶段——“知

识汲取与沉淀阶段”“能力实践与提

升阶段”“区域辐射与引领阶段”。

这样的教师培养模式避免了理论与

实践的脱节，又实现了教师从汲取

到输出、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也由本校、本区域向全国辐射。

我们以“说汉字”特色校本课程

教师研发团队培养为例。

2023 年起，为了解决学校书法

专业教师稀缺的问题，我们决定开

发“说汉字”特色校本课程。第一期

为“基本笔画”，第二期为“间架结

构”。为了做好微课的录制，同时提

高全体教师的汉字书写水平，我们

从师德、知识、技能三个维度对全校

教师进行了“每月一主题，每周一训

练”的专题培训，为课程开发打下坚

实的基础。

团队精心研制了课堂学习单，

引导学生按照“一看二写三对照”的

方法进行课堂练习。每周四下午第

二节课为全校语文特色课，课堂采

用“双师六步”教学模式推进，即专

业书法教师利用微课进行专业教

学，本班语文教师负责班级管理，教

学时按照“运笔、讲解、示范、练习、

反馈、运用”六个步骤展开教学。

由于许多学校也缺专业书法教

师，因此我们的“说汉字”特色课程

一推出就获得了广泛欢迎。我们为

有需要的学校无偿提供课程资源，

我亲自带领核心成员到附近县市做

课程使用的培训与示范。如今，该

课程已经在全国4个省份的20多所

学校推广。

教师管理是学校管理的“牛鼻

子”，管理者需要做好教师成长的设

计师，为他们的发展带好路。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广西南宁市冬花教育集团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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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不知不觉，从教之路已20

余载。每日立于校门口，迎接

孩子们雀跃的身影，早已融入

生命的晨昏。身为教育者，我

深信童年是生命最华美的乐

章，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也

是一颗果子，蕴藏着不息生长

的力量。而这人生最初的底

色，唯有浸透斑斓色彩，方能

铺就人生的万千可能。

记得刚接手桃园小学，拥

有崭新的楼宇、功能齐备的教

室的校园，却显得格外静谧，总

觉少了些童年应有的喧腾与生

气。如何在这方天地筑就一个

温暖且自由的成长桃源，让每

个孩子独特的光芒被看见、被

珍视，让童年的本真恣意舒展、

尽情盛放？我把学校的文化空

间重构当成了起点。

那个开学季，我们完成了

学校空间的升级改造，把教学

楼连廊打造成近 2000 平方米

的“桃朵朵阅读书吧”，孩子们

可以在书吧前厅了解沂蒙大

地的地域文化，在中厅看到节气等传统知识

的解读，在后厅感受学校独特的“桃”文化气

息。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书吧，孩子们有了

更多的阅读空间，捧着书读的孩子也分布在

了校园的各个角落。

课间10分钟，五年级的小林不再追逐打

闹，而是习惯性地窝在连廊转角沉浸于《昆虫

记》的世界。他说：“以前不喜欢看书，现在书

就在身边，忽然发现，翻一页有一页的惊喜。”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不久后举办的“绿润桃

园”读书节中，这个曾经让教师头疼的“调皮

鬼”，竟能声情并茂地把《昆虫记》这本书的内

容和读书感受分享给大家，那份从“角落书

虫”到“推荐达人”的飞跃，生动诠释了“给儿

童一个适宜生长的空间，每一个孩子都可能

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芒”。

午饭后，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脚步忽然

停住了，只见几个小脑袋正密密地凑在教学

楼旁的绿化带里，像几颗探秘的小蘑菇。他

们屏着呼吸，小手在枝叶间拨弄——原来是

在捉虫子研究呢！我悄悄地站在远处，生怕

惊扰了这份专注。后来听说，春天里，这群小

研究员钻过绿篱、搅过水洼，甚至小心翼翼地

把“样本”带回教室的观察角进行持续研究。

那一刻我懂了：允许好奇的种子发芽，探索科

学的微光就能照亮生命的奥秘。

于是，我们轻轻推开了那片曾因各种担

忧而紧闭的“桃花源”小门。清澈的“桃花

溪”里，小鱼摆着尾巴游来游去。禁令一开，

孩子们立刻成了这里的精灵。树丛间，他们

猫着腰记录昆虫特点，追踪蝴蝶轨迹；溪水

边，更有“水生考察组”用自制的鱼竿、网兜

捕捞，甚至准备了简易水族观察箱，屏息研

究小鱼小虾。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如藤蔓疯

长，我们顺势开发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昆

虫旅馆搭建、小鱼生命周期观测、校园植物图

谱绘制……这些探索最终汇聚成这一年项目

化学习的脉络、社团探究的核心，甚至点燃了

当年科技节的主题——生命的奥秘。

还有操场西南角那片平时静悄悄的角

落，前段时间竟成了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先

前学校几位保安悄悄在那里种下了茄子和辣

椒，嫩绿的苗儿刚冒头，就被眼尖的孩子发现

了。这下可不得了！小水壶排着队、踮着脚

尖争着给渴了的苗儿“咕咚咕咚”喂水，不小

心浇湿了自己的小鞋子，也会引来一片清脆

的笑声。我想，何不让这快乐也生根发芽？

很快，“小桃花农场”的牌子立了起来，每个班

级都分到了一畦属于自己的土地。播种的日

子到了，小手小心翼翼地捏着种子，像埋下一

个个珍贵的秘密，浇水、捉虫、拔草……小菜

苗一天天长高，一张张专注的小脸上沾着泥

点、淌着汗珠，却盛满了最纯粹的光——那是

亲手创造生命的惊奇，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最甜美的劳动快乐。

从小在沂蒙长大的我，总是对这片土地

有不一样的情感，儿时父母口中那些战争年

代的感人故事，如何讲给现在的孩子听？

我特意邀请参加过抗战的老党员给孩子

们讲革命故事，活动结束后，好多孩子还围着

老爷爷问着各种传奇故事。那个场景深深感

染着我。孩子们这么爱听故事，为什么不让

他们自己也来讲呢？于是，升旗仪式、主题队

会、红色故事宣讲中，我们搭建了更多平台，

鼓励孩子们讲述更多沂蒙故事。广播里“红

领巾宣讲员”清脆的声音在校园回荡，舞台上

演绎着《我还记得你就活着》，校外我们的小

宣讲员年均完成百余场讲解，优秀宣讲员登

上《少年沂蒙红》广播栏目，更有孩子代表临

沂在延安宣讲沂蒙红嫂的故事，稚嫩却坚定

的声音成了红色沂蒙的亮丽名片。

书吧里的静思，农场中的汗滴，溪畔的探

索，沂蒙大地上的传颂……这一切，都在不断

拓展学生生命成长的空间。我们坚信，尊重

每一个生命的独特节奏，守护其天然的好奇

与热情，才能为他们的童年画卷涂抹上最自

由、斑斓、温暖的多彩底色。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桃园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跨学科学习跨学科学习，，让思政课让思政课““活活””起来起来
□ 庄惠芬

庄惠芬 谈“博物馆里宜育人”④

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资源的重

要补充，能提供直观的文物资料，与

课本知识相结合，形成相应的跨学科

学习主题。跨学科主题学习以学生

为中心，能打破学科壁垒，重组教学

内容，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我

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博物馆+大主题
厘定博物馆思政学习目标

我们梳理了各年级、各学科教

材内容与多家博物馆资源的结合

点，明确不同学段博物馆思政课的

育人目标，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与

价值目标的纵向衔接，围绕不同年

级的学习目标，确定 1—6 年级博物

馆思政育人的主题设计。

一年级聚焦“感知与表达”，侧

重自然博物馆，建立自然生态认

知，形成“我的自然朋友”博物馆思

政大主题；二年级聚焦“劳动与创

造”，侧重民俗博物馆，传承劳动精

神，形成“我是未来劳动创造者”博

物馆思政大主题；三年级聚焦“科

技与探索”，侧重科学博物馆，培育

科学报国志向，形成“太空移民计

划”博物馆思政大主题；四年级聚

焦“责任和担当”，侧重红色博物

馆，强化家国情怀，形成“和平使者

行动”博物馆思政大主题；五年级

聚焦“文明与对话”，侧重“历史博

物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形成“一带一路文化行”博物馆思

政大主题；六年级聚焦“传承与创

新”，侧重“大运河博物馆”，增强文

化自信，形成“大运河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博物馆思政大主题。

博物馆+任务链
设计博物馆思政学习内容

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

并非简单的“场馆+实践”，我们通

过设计全科式博物馆思政课，将小

学 1—6 年级学生的成长目标、思政

育人目标与博物馆资源深度融合，

利用问题链和任务链创设情境，学

生通过看、听、讲、行等丰富多彩的

研学内容和活动亲身体验、探究历

史文化，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

成长，进一步坚定传承优秀历史文

化的使命，形成大运河跨学科主题

学习的任务链。

比如六年级“运河思政”主题

中，我们设计了相应的任务链。针

对“大运河漕运中的科探图”跨学科

主题学习设计了“我是运河水质调

查员、我是运河植物标本制作人、我

是运河风力测量员、我是运河实地

勘探员、我是运河小导游”等系列任

务；“大运河艺术图鉴”中设计了“运

河风情”双语推介、“运河植物名录”

图鉴、“运河风光”沙画博览、“运河

人家”瓷画展、“运河非遗文化”传承

人、“花开运河”艺韵荟、“运河寻美”

博物展、“童声里的运河”等系列学

习任务，展开多学科融合式主题学

习历程。

博物馆+真实践
展开博物馆思政学习路径

博物馆思政课的学习不是单向

的活动，而是整合的设计，探索学科

内的整合、学科间的整合、学科外的

整合，通过精心设计的学习目标、学

习内容、学习过程和学习反馈，形成

连续的任务群，开展实践学习，促进

学生综合素养发展。

前置学习单。在进入博物馆

之前，我们会指导学生通过查阅书

本、云端博物馆参观、资料查询等

方式，选择自己的探究主题。比如

浙江良渚博物院思政课中，前置观

看《圣地良渚》《中国考古探秘：消

逝的良渚古国》等纪录片，邀请相

关专家作讲座，学生组内角色分工

了解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学会制

作相应跨学科主题的宣传海报；向

学生发放博物馆思政课指导手册，

给出各个研究任务，进行小组组建

和任务安排，做好礼仪课程、安全

教育等前置准备。

情境体验场。博物馆为思政育

人提供了平台资源，这些很难在生

活中觅得踪迹，主题博物馆中却能

还原相应的生活场景。除常规的博

物馆讲解外，辩论之旅、剧场之旅、

体验之旅、工作坊等都是可供选择

的形式，参观考古研究所文物清理

现场，进行考古体验实践等，让许多

学生对考古行业、考古工作者产生

了敬畏感和敬重感。

主题探究链。与博物馆思政课

安排的四个子主题“初识良渚”“回

望良渚”“品味良渚”“领悟良渚”相

对应，我们策划了博物馆日，设计了

博物馆工具包，采用“尝、闻、摸、听”

等感官体验法，演唱、角色扮演、创

意戏剧表演等具身体验法，调查研

究、实验、文献检索、个别访谈等实

践探究法，绘画、摄影、摄像、表达等

艺术感知法，让学生在参观展览、观

察调研、情境体验、角色扮演、动手

操作等过程中激发好奇心，增强对

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感。

成果分享台。在博物馆思政课

的实践中，学生可以通过项目成果

的策展，真正彰显政治认同、道德

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和责任

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发展。学习成

果可以包括调查报告、作品设计、

文创产品、情景剧展示、论文答辩、

玩创手册、TED 演讲等，并为学生

搭建公开展示成果作品的机会与

平台，使其切实感受自我的成长感

和获得感。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跨学科主题学习以学生

为中心，能打破学科壁垒，重

组教学内容，聚焦学生核心素

养的形成。

在幼小衔接改革方面，教师的

思想观念决定着许多行动的落实。

三 问

为了客观了解幼儿园教师对幼

小衔接工作的认知，我园通过集中

座谈与数据分析，得到了三种颇具

代表性的真实反馈。

小班和中班教师一脸茫然地

问：“这么多年老师当下来，幼小衔

接都是大班的事，小班、中班沾不上

边，现在非要我们也做，怎么搞？”

有教师满腹牢骚地问：“这几年

大家都忙着做园本课程，已经够费

神费力了，现在再加个幼小衔接，哪

有时间和精力？”

还有教师无奈地吐槽：“我们也

想做好，但每次都是‘剃头担子一头

热’，一来二往，哪还有兴趣？”

三个问题直指幼小衔接的痛

点。其中亦可发现，任凭外界改革

呼声多么强烈，仍有一部分教师对

此的认知停留在浅层。

三 思

面对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理

念认知不足、行动压力巨大、参与兴

趣不强”的问题，幼儿园管理者必须

从转变教师的观念入手，直面问题，

反思自省。

幼小衔接不应是“陡坡”。如

果把一个人接受不同学段的教育

过程看作“翻山越岭”，那么，幼儿

园教育就如同起始阶段的那一座

小山，小学则为“近邻”。《教育部关

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的指导意见》中，幼小衔接被划

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中更

明确指出，3—6 岁是为幼儿做好入

学准备的关键阶段。因此，幼儿园

的入学准备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幼小衔接不该是“负累”。幼

小衔接课程是幼儿园实施入学准

备教育的重要载体。只有准确把

握课程理念，才能消除教师“过重

课业负担”的抵触情绪。事实上，

幼儿自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就

已经在接受入学准备教育了。幼

儿园管理者要将入学准备有机渗

透于幼儿园三年的保教工作中，整

合到园本课程中，自然渗透于幼儿

一日活动中，帮助幼儿全方位做好

准备，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长程

衔接。

幼小衔接不能是“沟壑”。幼儿

园教师与小学教师的理念认同、无

缝合作是保持幼小衔接连续性的关

键。反观现实，幼小衔接主要还是

幼儿园的任务。就理念认同而言，

社会上长久存在的各学段教师间专

业优越感的差异，造成了幼儿园教

师在专业上的不自信。就衔接机制

而言，大部分教师脑海中浮现的是

在大班下学期开展的小学开放日活

动。理念差异、机制单一等阻断了

幼儿园与小学的双向衔接之门。因

此，需要想方设法填平两个学段存

在的课程壁垒，努力实现跨学段教

师的“双向奔赴”。

三 破

我们可以通过“道路自信、理念

自信、专业自信”来破解这些难题。

道路自信：坚定走好“全程衔

接”之路。首先，要打破教师幼小衔

接“从大班开始”的固有思维，让其

树立科学衔接理念，以小班为起点，

拉长时间，减缓坡度。其次，要组织

教师认真研读《幼儿园入学准备教

育指导要点》，明确教学建议中指明

大班可以重点做的准备外，其他绝

大部分都可以从小班开始培养。这

样一来，大班段的实践是明线，小

班、中班段的实践为暗线，共同构成

“全程衔接”的立体通道。

理念自信：准确把握“课程整合”

之方。其一，以促进幼儿核心素养的

形成帮助实现科学的幼小衔接，可以

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的五大领域目标与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的三大维度相结合，构建幼小

衔接发展目标体系。其二，在现有园

本课程内容基础上聚焦儿童的“四大

准备”，梳理出以小班为起点的系统

化课程图景。如在课程目标设置上，

小班需要关注儿童生活力的培养，

中、大班需要注重儿童学习力、思维

力的培养，而在大班末期更需要关注

儿童适应力的提升。

专业自信：深度运用“双向联

动”之策。幼儿园管理者要想方设

法唤醒教师的专业自信，带领教师

高度关注新政策、新动态，让教师建

立起“幼儿园的课程理念并不比小

学差的信念”，还要主动与学区内的

小学建立双向联动机制。比如，我

们集团园下属的镇安园作为浙江省

幼小科学衔接首批试点园，与临近

的镇安小学共拟《幼小衔接实施方

案》，开展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联动教

研，通过同课异构、主题沙龙、教师

互访等开放式互动，以游戏化学习

为教学策略，使两个学段间的陡坡

逐步平缓，小学低段的教学更趋于

活动化、游戏化。

总之，幼小衔接不是一个线性

过程，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

久久为功。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江东实验幼儿园园长）

幼小衔接的“问、思、破”
□ 陈淑蓉

教育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