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议题

大情怀的“无边界”课程构建
——史家小学课程育人实践

课程是学校育人的核心环节。

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

学（以下简称“史家小学”）贯彻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进行课

程育人的实践探索和课程育人的

方向性把握、整体性构建、学科性

渗透与校本化实践，充分发挥课程

的育人功能和价值。

课程育人的方向性把握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中小

学德育工作首先要回答好“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在史家小学，我

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将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

全过程，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

机制。

基于对人的社会属性与个体

属性的理性思考，以及史家人20余

年的和谐教育实践，学校充分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

道德精髓，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放置于立德树人工作的逻辑起点

位置，并构建了“以家国情怀为底

蕴的系统育人模式”，以及该育人

模式的实践模型——“种子计划”

（如图1）。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引

导孩子成人的过程中厚植家国基

因、筑梦种子生长。

课程育人的整体性构建
未来扑面而来，新时代的德育

工作不应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而

应创设更为宽阔的育人环境。史家

小学以“家国情怀”为育人的价值

导向，以“无边界”课程（如图 2）

建设不断拓宽学生成长的真实场

域，从而充分发挥学校课程的整

体育人功能。在课程目标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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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给成长无限可能，以课程的无

限拓展生命的可能。在课程内容上，

学校倡导由内容封闭走向边界开

放，构建以核心课程、综合课程和

拓展课程为主体的“两级三层”课

程框架，让课程不止于课堂，学习

不止于教室。

在“无边界”课程构建中，德

育始终是一条重要的主线。学校通

过课程顶层设计，打破教育和教学

两条线的现状，在大德育观下调整

课程结构、整合教材内容、开发课

程资源，并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创

图1  史家小学“种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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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地安排各学科课时，形成整体

性课程设计与变革，从整体育人的

角度探索出一条创新而扎实的德

育路径。

根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精神，本着“方向正确、内容完善、

学段衔接、载体丰富、常态开展”的

开发原则，史家小学根据年级特色

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系统构

建了以“服务+”为定位的德育课程

群。“服务+”德育课程群（如图3）

按照“一个中心、六条轴线、四类活

动、四大主题、一种模式”的整体架

构，系统整合班队会、社会实践、公

共服务，实现德育活动的课程化开

发，从而不断丰富、创新德育内容和

形式，形成学校德育特色品牌。

课程育人的学科性渗透
在史家小学，我们打破德育与

智育分离的二元论，充分发挥课堂

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德育内容融

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学科教学

与学科育人的和谐统一，实现各个

育人要素的系统融合。

一是家国底蕴与国际视野相

结合。学校语文课程坚守其文化性

特点，组织开展古文字绘画、整本

书阅读、诗词吟诵、汉服礼仪、文

言小剧、文言思辨、“本草电台”等

多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学习活动，引

导学生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得到

立志为天下的生命滋养。英语课程

以“文化无边界”为价值取向，基

于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与历史

使命感的跨文化培养，致力于让学

生在掌握语言交际工具的同时开

阔视野、胸怀大志，并在理解文化

差异、尊重人类尊严的基础上积极

参与全球事务。

二是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相

结合。数学课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中久远幽深的数理要脉，从数学

历史、民间工艺、民族节日、中国建

筑、地域文化、传统文学、益智游

戏七大领域中抽绎传统文化中的数

学元素，从而让学生思接千载、学

融中西，进而品源至慧、巧思飞翔，

成为具备良好人文与科学素养的现

代公民。

三是个人成长与责 任担当相

结合。学校综合实践课程本着“价

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解决、创

意物化”的课程目标，开展“Make

图2  史家小学“无边界”课程

创意挑战赛”学习项目，不断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孩子们的创意产品无

不蕴含着满满的责任担当。如“分

层城市”，体现了孩子们对城市命

运、人类命运的关切；“老人跌倒

自动报警器”，是孩子们观察到老

年人的生活不便萌发的产品创意；

“自动翻书机器人”，则是送给残

疾儿童的读书小帮手；“送饭机器

人”，旨在帮助解决老师推餐车难

题……每一个创意的诞生，都彰显

出科学与爱心的相遇、个体与他者

的联通。

四是技艺融合与人格养成相结

合。艺术和体育课程不仅仅是技艺

的习得，更关乎人的心智、道德水

平的全面提高，是健康人格形成的

重要路径。在课程实施中，我们打

破注重单纯技艺训练的传统模式，

倡导“活动——互动体验式”的艺

术教学，将艺术教育人文性和技艺

性进行完美结合，让每一位学生在

艺术体验中发现自我、关心他人、

热爱集体，为健康人格的形成奠

定坚实基础。体育课程则以“增强

身体素质，强健体格；启迪身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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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滋养性格；塑造坚韧勇敢，完

善品格”为价值导向，促进学生在

强健体魄中实现“身心智趣”的和

谐发展。

课程育人的校本化实践
为进一步增强德育课程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学校拓宽课程存在

场域、创新课程开发模式，进行德

育校本课程的积极研发。“博悟课

程”与“服务学习”两大精品课程

成为学校德育课程的突出亮点。

“博悟课程”立足博物馆的丰富

馆藏，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对当代青

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资源支持。该课程包括“漫步国

博”和“博悟之旅”两大系列。“漫

步国博”带领学生走进国家博物

馆开展学习，按照说文解字、服饰

礼仪、美食美器、音乐辞戏四个主

题，带领学生探寻博物馆珍藏文

物背后的故事，挖掘中国人千载传

承的美德。“博悟之旅”则将博物馆

中的文物资源引入国家课程，形成

学校课堂的有效补充。该系列从个

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层层递进，

依据“创造、尊重、责任、生命、规

则”即学校倡导的“五大意识”形成

150 个教学主题。“博悟课程”在实

施过程中整合了语文、数学、科学、

美术、音乐、舞蹈、体育、品生、

品社、劳技、信息、综实等小学阶

段的 12 门学科，多学科教师带领

学生基于文物资源进行价值认知，

依托课程活动进行价值体验，最

终指向行动自觉的“价值养成”。

“服务学习”课程在空间上突

破学校与社会的边界，将服务与学

习紧密结合，倡导在学习中服务、

在服务中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

走进家国社会，运用所学知识服务

他人，力所能及地解决社会真实问

题。在“服务学习”中，文化传承、

公共安全、养老助老、扶贫帮困、

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

的社会发展大命题，开阔了孩子们

的视野。在一个不断强化家国担当

的教育能量场中，孩子们的学习样

态更加生动、成长方式更加主动。

孩子们经历“发现——计划——行

动——反思——分享”五个阶段，

实现了由公益梦想到公益行动的跃

变。课程开展至今，共收到学生自

主提案3725份，涌现出诸如“家书

图3  史家小学“服务+”德育课程群

守护行动”“关爱失智老人”“八段

锦进社区”“CPR知识讲堂”“放下

手机让我们在一起”“影为爱”“有

故事的古树”等学生自主发起、

执行的优秀公益项目。在“服务学

习”课程中，学习是有温度的，服务

他人收获的那个微笑，与伙伴思维

碰撞后的那份喜悦，都让书本上的

文字符号鲜活起来、温暖起来。

志在家国，学无边界。史家小

学在课程育人中以家国情怀培育为

底蕴，充分发挥学校课程的整体育

人功能，变“活动”为“课程”，变

“说教”为“实践”，让教育教学充

分融合，让德育真正有方向、有思

路、有重点、可持续。学校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依据《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要求，创新德育工作方

法和途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东城区史家

胡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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