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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在变，教育也必须做出改变。社会无处不在经历着深

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呼唤着新的教育形式，培养今日和明日

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能力。这意味着超越识字和算术，聚焦学

习环境和新的学习方法，以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平等和全球团

结。 

        这就是人文主义教育观，它把教育视为最根本的共同利

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 博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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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技术

认知科学

信息技术

⽣物技术

        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内，基于自然单一性的科学统一性将被努力建立起来，从而促进纳米

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其他新技术的融合。 

       

      为了面对正在来临的挑战，科学教育需要从小学到研究生训练的转变。如果没有深刻理解多

领域并能聪明地在工作中整合这些领域的人，则将先前分散的科学学科与工程领域聚合在一起

是不可能成功的。使智力融会贯通的新课程和新概念、教育新体制的新形式都将是必要的。



     无人驾驶汽车、同声传译机器、听懂话的智能家居、有视觉听觉的工业机器人、智慧城市

的各类监控设备、银行里的智能机具、各种穿戴设备等等，已经非常多了。这表明，“新硬件

时代”已经到来。而所有的新硬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做内核。 

   人工智能技术在最近这6年发展极其迅速，眼（机器视觉）、耳嘴（自然语言处理）、脑

（人机交互和逻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眼耳嘴方面已经在垂直领域超过

人类：AI刷脸比保安和警察厉害，语言辨识接近人的水平，机器合成的声音比人的发音准确，

更会模仿郭德纲和林志玲，下棋和游戏横扫各种人类冠军。



      改革思想和改革教育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它们要求超越简

化的片段性的认识，这种认识看不见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

用，把复杂性化解为简单性和遮蔽根本性的问题，还导致科学思

想和人文思想的可悲的分裂。改革思想关系到改善我们组织知识

的能力和连接两个分离的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其说是造就充满知

识的头脑，不如说是造就构造得宜的头脑。



✴五⼤大⽀支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年强调，核⼼心素养的培育需要终身学习，终身学习也需要核⼼心素养。终身学
习的五⼤大⽀支柱即素养彼此关联，同时涉及⽣生命全程与各种⽣生活领域：学会求知（learring to know），包括学
会如何学习，提升专注⼒力力、记忆⼒力力和思考⼒力力；学会做事（learring to do），包括职业技能、社会⾏行行为、团队
合作和创新进取、冒险精神；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包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力、同理理⼼心
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力；学会发展（learning to be），包括促进⾃自我实现、丰富⼈人格特质、多样化表达能⼒力力
和责任承诺；学会改变（learning to change），包括接受改变、适应改变、积极改变和引导改变。 

 关键能⼒力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5年年提出，知识社会要求三种关键能⼒力力：第⼀一种关键能⼒力力是交互作⽤用地运
⽤用社会、⽂文化、技术资源的能⼒力力，包括运⽤用语⾔言、符号与⽂文本互动的能⼒力力，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阅读素
养、数学素养；运⽤用知识、信息互动的能⼒力力，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科学素养；运⽤用科技互动的能⼒力力。第⼆二
种关键能⼒力力是在异质社群中进⾏行行⼈人际互动的能⼒力力，包括同他⼈人建构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力、团队合作能⼒力力和管理理
与解决冲突的能⼒力力。第三种关键能⼒力力是⾃自⽴立⾃自主地⾏行行动的能⼒力力，包括在⼴广泛脉络情境中⾏行行动的能⼒力力；设计并执
⾏行行⼈人⽣生计划、个⼈人计划的能⼒力力；表达并维护权利利、利利益、责任、限制与需求的能⼒力力。 

  ⼋八⼤大素养。欧盟2005年年发表的《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架构》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的⼋八⼤大核⼼心素养：
⺟母语沟通，外语沟通，数学能⼒力力及基本科技能⼒力力，数位能⼒力力，学会如何学习，⼈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力及公⺠民
能⼒力力，创业家精神和⽂文化表达。同时提出贯穿于⼋八⼤大核⼼心素养之中的共同能⼒力力，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力等。



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要根据学⽣生的

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体要

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细化,深入回答“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学科核⼼心素养



     青春，是诗意盎然的。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热烈赞颂过青春，有

人心雄万夫，高唱着家国情怀；有人心怀浪漫，编织着绮丽的青春华章；

有人坚韧不拔，阳光始终映照着青春面庞……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

们对青春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突破时空，与本单元诗

文作者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举行一场关于青春的对话，你将如何吟唱自己

的青春？写一首“青春宣言”诗歌表达自己飞扬的青春激情。 

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闻一多《红烛》 

昌耀《峨日朵雪峰之侧》 

雪莱《致云雀》 

茹志鹃《百合花》 

铁凝《哦，香雪》

⾼高中必修上

第⼀一单元 1.诗歌史上的
典范作品，具
有丰富的思
想、文化价

值，多重教育
价值 

2.激越飞扬的
激情，把文本
内容与表达形
式打通，把学
生与作者勾连
起来，阅读与
写作打通， 

3.工具性人文
性融合一起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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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是墨墨守成规的过程，引导着永不不重合的双轮⻢马⻋车的道路路。

这个⽐比喻很恰当地描绘了了很多学校的课程。

✤       替换“墨墨守成规”的课程⽅方法之⼀一是“学习场景”。

✤       摒弃通过范畴和顺序图表之类的练习来学习这种单⼀一的渐进的

⽅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将学⽣生暴暴露露于⾃自然的问题情景中，从这些情景

中产⽣生出学科领域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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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学习（认知科学的发现） 传统的课堂实践（教授主义）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在新旧知识、概念、经验间
建立联系。

学习者没有在课程材料与他们原有知识之间建立
联系。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将他们的知识归纳到相关的
概念系统中去

学习者将课程材料视为不连贯的知识碎片。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寻求模式和基本原理。
学习者记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却不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做。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评价新的想法，并且能将这
些想法与结论联系起来。

学习者遇到不同于课本中所讲述的问题时，不知
道如何解答。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了解对话的过程，对话的过
程就是知识产生的过程；还需要学习者能够批判
性地检查论据的逻辑性。

学习者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视为静态知
识，认为这些知识只来自于权威著作。

深层学习要求学习者对其理解及学习的过程进行
反思。

学习者仅仅记忆这些知识，并没有对目的和学习
策略等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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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丰富的社会学研究成
果，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在他曾二十六次考察访问的江村设立了费孝通纪念
馆，但作为其重要代表作的《乡土中国》，在馆中只有一本书陈列而没有相
应的介绍。学者郑也夫曾说过“研讨一个学者的著作是对他的最高礼节”，
我们不妨尝试为《乡土中国》设计几块展板，激起观众阅读的兴趣，从而实
现对作者的真正纪念。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中《语⽂》必修上第五单元

回眸乡土知来处



 短歌行/曹操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 

 登高/杜甫 

   *琵琶行并序/白居易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声声慢（寻寻觅觅）/李清
照 

 生命的吟唱
⾼高中必修上

第三单元  中国是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涌现了无数风格鲜明的诗词大家。这
些情感丰富、心灵深邃的古典诗人们，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不同时代、不
同际遇下的生命感悟。因此这些诗词穿越千年的时空，至今依然能深深地感动
我们。今天我们要吟诵这些不朽的诗篇，体悟这些经典中的生命力量。

1.时代、作者、诗
词体式、风格差
异跨度都大，都
是生命的吟唱。 

2.诗人的情感与情
感表达形式之间

是协调的。 
3.寻找古今情感的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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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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