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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行

学生只有主观上

乐学，教学的有效性才

能够得到保障。教学

越贴近生活，越能“学

其所用”，学生越容易

产生亲近感，遇见基于

“最近发展区”的兴奋

点；越能“用其所学”，

学生越容易拥有获得

感。唯有如此，富有学

科属性的深度学习才

能得以实现。

化学与生活紧密

相关。我们应该让学

生走出实验室，将课堂

延伸至生活，融合课内

外实践，依托活动关注

学科应用价值。这样

学生才会因趣求知，因

用明理，让化学核心观

念具象化，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提升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基于这种想法，我

倡导学科实践融合课

程，并尝试以宁波人餐

桌上的重要菜肴“鱼”为

主题，设计“营养鱼餐制

作”主题课程，开展高三

有机化学专题复习。

课程伊始，我先播放一些煎鱼的

视频，通过锅底选择探究不粘锅与聚

合反应的本质，引导学生梳理相关知

识。接着，我引导学生从“色、香、味”

三方面探究鱼餐制作：“色”源于美拉

德反应，借此复习糖类性质，关注学

生对葡萄糖还原性的讨论与实验设

计，引导归纳官能团鉴定模型；“香”

来自料酒与食醋的酯化反应，可借此

引导学生探讨反应条件、可逆性验证

及转化率提升方法；“味”的方面，我

以柠檬汁去腥为例，帮助学生温习有

机物结构与酸性的关系。最后，我让

学生在课后撰写《鱼餐制作说明书》，

巩固知识应用。

这门课程的核心挑战在于课前

课后的实践活动。为提升学生的合

作探究和动手能力，我结合“五育融

合”目标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设计了清晰的评价标准。

动手实践：评价学生的煎鱼成

果。鱼皮完整不脱落是最佳表现，

略有破损次之，严重脱皮则需要改

进。成品的色泽金黄为优，微焦尚

可，焦黑则不足。香味浓郁诱人是

最高标准，有香但平淡次之，异味让

人失去食欲则不合格。鱼肉鲜美无

腥味为上等，稍有腥味或鲜味不足

为中等，难以下咽则有待改进。这

个维度着重培养健康生活能力、劳

动意识和审美情趣，也考查实际问

题解决能力。

知识应用与思考：评价学生对

化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对不粘

锅材料（高分子化合物）及其合成

反应有系统思考是优秀的表现；能

清晰说明其组成和反应类型为良

好；无法联系化学与实际则需要改

进。在“色”的环节，能准确设计并

规范完成葡萄糖还原性验证实验

为优；操作存在小瑕疵为良；实验

设计错误或失败为差。对于“香”，

能提出多种验证酯化反应可逆性

方案是高水平；能回答出一种标准

方案是中等水平；提不出方案则需

要改进。在“味”的分析上，能从基

团影响和分子结构角度深入解释

物质性质为佳；能举例说明结构决

定性质的基本认识为合格；对有机

结构的认识未达学业要求则需要

加强。这个维度重点发展理性思

维、批判创新精神、勇于探究的态

度、乐学善学的习惯、勤于反思的

能力和信息意识。

成果表达：评价学生撰写的《鱼

餐制作说明书》。综合考量说明书

的实用性、语言简洁性、体现化学应

用价值的程度以及整体设计美感，

同样按优秀、良好、需要改进作出等

级评价，旨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技术应用意识。

生活中蕴藏无尽的教学素材，

实践活动课程能赋予教学独特魅

力。这门“煎鱼”课程，从选锅到探

究色、香、味的化学本源，将有机化

学与劳动教育、美育自然融合，揭示

了美食背后的化学原理，突出了实

践育人，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会

化学的学科价值，帮助教师实现五

育融合的教学理想。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诺丁

汉大学附属中学）

青春何时不起舞 校园何处不育美
——深圳平湖外国语学校“环境舞蹈”课程观察

□ 孙 渊 张 伟

仲夏的晨光漫过山厦革命老区

的松柏，铺满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

湖外国语学校：教学楼走廊变成敦煌

飞天的画壁，课桌上跃动着激昂的鼓

点，数百名学生身着盛装在灿然金阳

中起舞。

这是学校“环境舞蹈”特色美育课

程实践的展演现场。校园里，学生以天

地为幕布，用草木作布景，将传统文化的

厚重、青春理想的昂扬、家国情怀的壮烈

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

里，美育挣脱了镜框式舞台的束缚，随着

学生的舞步在校园每个角落自由生长。

文化为根 美育有魂

“一斟一酌，皆藏东方雅意；一饮

一啜，尽是茶韵流芳。”学校高峡广场

上，高二年级的12名学生用舞蹈《茶韵

迎宾》拉开展演序幕。紫砂壶流转间，

茶汤如丝如缕倾入青瓷杯盏，茶席旁

的古琴与晨风和鸣。茶烟袅袅中，学

生执盏的优雅姿态让“儒家五常”中的

“礼”有了灵动的具象。指导教师张全

说：“这不仅是为了展示技艺，更为了

引导学生理解‘礼’的内涵，让传统文

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这种对文化根脉的承袭贯穿展

演的“传承”篇章。在《心映胡璇》的

表演现场，高一年级学生庄缘身着

敦煌飞天服饰翩然起舞，毕业生柏

宜彤以琵琶伴奏，古老乐音与青春

舞姿相得益彰，飘摇的衣袂惊醒了

墙边的三角梅。

操场的另一端，小学高年级学生

正在表演古典舞《薪火传情》，学生以

稚嫩却坚定的舞姿演绎“历史的星

火”。四年级学生莫子涵骄傲地说：

“老师告诉我们，每个舞蹈动作都是与

古人对话，这种感觉很新奇。”

从茶道礼仪到敦煌艺术，从古典

身韵到诗词雅言，学校将传统文化教

育融入美育实践，让文化传承不再是

书本上的符号，而是可感、可触、可参

与的生命体验。

青春无限 美育无疆

“咚咚咚——”走廊传来整齐的

课桌击打声，100 名六年级学生以课

桌为鼓，敲响《百童舞星河》。学生的

手掌在桌面上翻飞如蝶，鼓声时而若

雨打芭蕉，时而作战鼓雷鸣。“课桌成

了 乐 器 ，代 表 学 校 的 美 育 无 处 不

在。”指导教师刘娟介绍，这一创新

编排既展现了少年的活力，也让日常

校园场景焕发出艺术光彩。

青春的创新力量在“觉醒”篇章中

澎湃迸发。街舞《三校绘新篇》打破校

园围墙，学生与深圳中英文实验中学、

澳门同善堂中学的学生同台共舞，用

炽烈的节奏诠释“多元共生”的时代生

态。来自澳门的学生陈梓榆在表演后

感慨：“不同的舞蹈风格碰撞出火花，

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地方，但对艺术的

热爱是相通的。”

六年级学生王靖儿独舞古典韵

味悠长的《流光焕彩》。少年身姿轻

盈似蝶，将时光凝成诗行。指导教师

梁天天评价道：“美育不是培养少数

‘艺术精英’，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找

到表达自我的方式。”

家国入怀 美哉河山

“椿枝展翠，舞步生风。”操场上，

高一年级学生杨丽晨与毕业生郑钰

仪领衔的现代舞《逢椿启新程》，以肢

体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红色青春。

她们用“地面翻滚”表现百年前的觉

醒之痛，以“托举腾跃”象征当代青年

的凌云之志，将“青年与时代同行”的

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展演的“奋进”篇章中，家国情

怀化作最激昂的舞曲。七年级的 49

名啦啦操队成员在《青春心向党》的

乐声中，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青春洋

溢的笑脸将青春活力与爱党爱国的

信念融合得恰到好处。高二年级学

生深情献唱《春天的故事》，用清澈的

嗓音唱响民族复兴的春日盛景，让红

色基因在旋律中代代相传。音乐教

师韩静解释道：“这首改编自经典的

作品以‘少年中国’的视角续写改革

开放的时代乐章。”

谢幕环节的师生朗诵《青春如炬

照山河》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教师

代表与学生同台，铿锵有力的诵读声

传递着“初心如磐，赓续百年薪火”的

信念。这种师生共创、共演的模式，

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更将价值观教

育浸润其中。

环境育美 健康成长

“美不是耳提面命教出来的，而

是耳濡目染养出来的。”学校负责人

始终这样认为：“我们刻意避免建造

专业的剧场和舞台，就是要让学生在

最熟悉的环境中发现美、感受美、创

造美。”

依托 3.8 万平方米生态校园，学

校以“环境舞蹈”课程作为浸润学生、

温养学生的源头活水。茶艺表演所

在的国学馆前庭，是传统文化实景课

堂；《流光焕彩》布景是学校的花架，

每天晨读时学生在这里观察光影变

化，午间练习时他们又将自然韵律转

化为舞蹈动作。

“紫荆花开，丹桂飘香；美丽的

山厦，桃李芬芳……”当校歌《笑容·

梦想·力量》响起，这场环境舞蹈已

然超越文艺展演的范畴。在这里，

美育不再是刻板的“特色活动”，而

是茶席上的礼仪教化、敦煌彩练的

文化解码、三校共舞中的湾区认同，

是扎根于泥土的课程生态。今后，

学校将继续拓展特色化的课程实

践，探索“大美育”的新可能——让

每个笑容都有文化的底蕴，每个梦

想都有课程的支撑，每份力量都有

成长的印记。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研员、广东

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党

总支书记）

广西北流市依托千年古邑的深厚

文化积淀，积极开展乡土文化融入语

文教学的实践，通过系统化资源开发、

多维度教学创新、科学化评价体系构

建及数字化技术应用，形成了具有地

域特色的教育模式。

立体化资源开发
夯实教育根基

北流市构建“五维分类”资源体

系，系统梳理乡贤文化、非遗技艺、文物

古迹、民俗风情与本土文学五大类资

源，将50位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12项

传统工艺的制作技法、46处古迹的历

史脉络转化为丰富的教学素材。同时，

组织编写《北流文化概览》地方读本，将

铜鼓文化、陶瓷文化等专题模块化，为

课堂教学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

资源库的动态更新机制保障了

资源的时效性。“地方文化师生联合

考察队”每年开展 12 次田野调查，年

均新增300余条有效资源。通过建立

“校—地—馆”合作机制，博物馆的珍

贵文物、文化馆的非遗项目走进校

园，打造“流动文物课堂”与“流动非

遗课堂”，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

动态的教学情境。

“人文行读”模式是资源开发的一

大特色。北流市组织学生走进大容山、

勾漏胜境等自然人文景观开展研学活

动，在陶瓷小镇体验陶艺制作，在龙安

小渔村参与农耕实践……这种将阅

读、行走、写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让学

生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千年铜州”的文

化魅力，为语文学习积累了丰富素材。

创新教学实施
深化融合成效

在教学实践环节，北流市力推主

题式项目学习。以“鬼门关的文学密

码”项目为例，“鬼门关”是当地一处历

史名胜，学生对比李白、解缙等诗人描

写“鬼门关”的诗作，实地测量关隘的

地理参数，采集气象数据，并最终以编

写剧本、制作数字故事短片的形式呈

现研究成果。这种学习方式打破了传

统课堂的边界，实现了语文学习与地

域文化探究的深度融合。

跨学科融合教学进一步激活了

乡土文化资源。以“北流陶瓷文化”

项目为例，在语文课上，教师引导学

生撰写《陶瓷匠人手记》，锻炼文字表

达能力；历史课上，教师帮助学生考

证宋代岭垌窑的兴衰历程，培养唯物

史观；美术课上，学生临摹陶瓷纹样，

提升审美素养；物理课上，学生自主

探究釉彩烧制原理。多学科视角的

切入，使单一的文化素材转变为培育

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载体。

构建多维评价体系
量化教育成果

北流市积极创新评价体系：发

展性评价指标从多个维度进行设

计——“文化基因库”答题系统包含

500 道情境化测试题，全面考查学生

对乡土文化知识的掌握；“文化传承

贡献值”记录学生参与各类实践活动

的成果，如非遗传承、文化宣传等；采

用Likert五级量表定期测量学生文化

认同度的变化。

此外，北流市通过开发“语文素养

增值计算器”，对比基线数据与阶段性

测评结果，量化乡土文化教育的实际效

能。数据显示，参与学生的相关维度得

分年均增长18.7%。

科技赋能教育
创新传承模式

AI 技术的应用为乡土文化融入

语文教育提供了新路径。在资源数

字化方面，智能采集与分类系统利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地方志，用光

学字符识别技术数字化文献资料，用

图像识别技术对文物进行三维建

模。多模态资源整合平台将文本、影

像、音频有机结合，例如语音识别技

术采集的民间戏曲唱段、计算机视觉

复原的古建筑细节，都成为生动的教

学资源。

在个性化教学方面，北流市基于

学习者画像的 AI推荐引擎能够根据

教学进度推送相关文化资源。例如，

在学习《中国建筑艺术》单元时，系统

会自动关联粤东会馆的斗拱结构VR

展示。生成式 AI创建的虚拟乡贤对

话场景，让学生能够与数字人党鸿辛

等历史人物进行对话，增强学习的沉

浸感。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体

验。在“行走的语文课堂”项目中，学

生扫描铜石岭丹霞岩壁，即可浮现徐

霞客《粤西游日记》的相关描写；VR虚

拟研学系统模拟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流

河航运场景，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完成

情境写作任务。AI辅助的“乡愁写作

工坊”集成北流方言语音库与本土作

家作品库，为学生写作提供影像资料

推荐、方言词汇转换等支持。

“北流文脉”小程序是“数字乡贤

文化传承”项目的创新尝试。小程序整

合AI语音导览、智能问答、互动游戏等

功能，学生可通过语音查询乡贤事迹，

参与“寻找诗词中的古铜州今北流”主

题 AR 寻宝活动。同时，北流市运用

生成对抗网络技术复原破损手稿，结

合区块链建立数字文物溯源系统，推

动传统文化以现代科技形式传承。

北流市的实践探索实现了语文课

堂与乡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仅有效

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与语文素养，

也为新时代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借

鉴的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系广西北流市教育局

教研室）

五育行动

晒成果

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南

荣路小学，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

对话正在上演。《考工记》里“知

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的匠作

智慧化为学生手中灵动的铜丝；

釉色流淌间，“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化学妙谛展露无遗……学

校设计实施的掐丝珐琅彩课程

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传统非遗

技艺体验，更是一场砥砺心性的

修行。学生以铜丝为笔、釉料为

墨，在方寸之间书写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当代篇章。

课堂上，学生屏息凝神，将铜

丝掐成细腻的线条，勾勒出花鸟

鱼虫、山川云影。每一次弯折，都

饱含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的执着；每一滴釉彩的点染，

都滋养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

化底蕴。当自制的珐琅步摇轻响

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当独创的

璎珞在阳光下流转生辉，学生不

仅掌握了非遗技艺，也将中华传

统审美意趣深植心间。

学校精心打造的“以艺易

物”市集，成为学生理解传统文

化经济智慧的鲜活课堂。在这

里，他们在真实的交易情境中，

读懂了《货殖列传》中“物以稀为

贵”的商业逻辑……

掐丝珐琅彩课程让非遗技

艺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文化遗产，

而是融入生活、焕发新生的文化

力量。（王蕾/图文）

课程图纸

学生在教学楼走廊表演舞蹈《心映胡璇》

谁解精工寸心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