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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知思想视域下的拓展课程的探究与思考
曹建忠

从哥白尼的儿童中心论到凯诺夫的传统教育论，

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到陶行知先生的行知

思想，都验证一个事实：从课程到学程，课堂到学堂，

教是为了不教，教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只有实现了

“学与教”方式的改变，才能实现“教———学———做”的

真正统一。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

会做事、学会生存，其核心是学会生存与发展，而生存

之道，贵在知行合一，行与知合。

一、目中有人，把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央”，关注课

程发展新样态

行知先生指出：“教与学都是以‘做’为中心，做，

是在劳力上劳心。它包含三个维度：行动、思想、新价

值的产生”。一边行，一边想必然产生新价值。随着新

的课程形态出现，新的课程形态催生了新的学与教方

式的重大变革。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委联合颁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2017 年，教育

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有些地

区要求各学科拿出至少 10%的学时开展学科实践活

动；这些新举措都是课程由“学科中心”向“儿童中

心”、由“教学中心”向“育人中心”转变的重要节点，其

显著变化是综合课程的大量出现，其目的就是要让学

生的核心素养真正增值。

陶行知先生曾说：“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

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当前，综合课程、主

题课程、融合课程、研学旅行等课程形态，跨学科课

程、活动课程、全学科课程等表达方式也层出不穷。课

程处于不断调适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课程改革需

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相结合，需要行政推

动，需要研究先行，需要学校的创意和突破。

第一，课程研发从“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

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

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自“做

自己”的“儿童世界”。在儿童的心理发展中会出现各

种“敏感期”，正是这种敏感期，使儿童用一种特有的强

烈程度去接触世界体验学习与生活。

课程的研发要有敬畏之心，不能为了追求校本课

程的数量，草率而机械地盲目引进课程，在课程开发

和实施中缺少深入调研，尤其缺少对青少年身心发展

需求的深度调研与认知。校本课程的研发和供给，应

遵从规律，立足实际，要从“成人化的视角”转向“儿童

视角”、学生视角，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课程是课程

研发的发展方向。

第二，课程实施方式，从“着眼”到“着力”

课程实施方式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应时刻关注

学生与自然的互动，与社会的互动，与世界的互动，让

学生建立与真实世界的联结，从而认识人与自我、人

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外，教师课程

能力作为拓展课程发展的“突破点”，新课程改革需要

教师成为研究者，拥有一定的课程能力，形成课程思

维，提高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能力。

第三，课程关注从“生命”到“身体”

生命———最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人是用身体来

学习的，人的认知具身性的重要标志就是认知嵌入在

人的大脑里，大脑是嵌入人的身体里，身体是嵌入复

杂的环境中。具身认知是人的感知觉体验与外部环境

的耦合，达到思想、思维、情感与个性表达和教学的同

步,即心智过程并非抽象符号加工，而是根植于身体与

世界的耦合互动中。心理学上的“具象认知”也强调人

要通过各种感官来促进“学”与“习”，将脑健康、脑运用

纳入“学与教”的活动中。

第四，课程建设从“量变”转入“质变”

从科研管理的层面看，国家已经对校本课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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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之道，因道而和，为学之道，知行合一。事实证明，学习能力的形成不能只靠文本阅读，没有身

临其境的个性化体验和深度卷入、深入、融入，是难以快速形成思维链的。学生所得的知识不再是在课堂上的分

科学习自成脉络，而是在一个真实碰撞的视角中自然而然地建构。知识和思想体系在“研学读行”的拓展课程中

自然生成，探究精神在深度拓展的研学中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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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实施和教材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提倡校本教材“少

而精”。在实行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三级管理背景

下，校本课程应运而生，数量猛增。然而这些课程开发

显得单薄，模式单一，尤其是课程的质量值得深思。

二、静中有动，以拓展课程为载体，关注学生的需

求与发展

1.“知识导向”———走向“行为导向”

社会即学校，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

范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社

会即学校先要做到生活即教育，再有教育即生活。生

活即教育的原则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

什么书。走出课堂，走出校门，走出心门，走向社会实

践，应成为教育新样态。未来发展的社会必定是“学习

化的社会”，关注学生的需求与发展，就要把终身学习

与建立学习化社会结合起来，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

式，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就是———教学是“知识导向”还是“学会学习”导向？学

与教是“知识导向”，还是“行为导向”？这是拓展课程

的真命题，只有当知识形成能力与智慧时，知识才拥

有生命力。

2. 拓展课程———动是关键，活是灵魂

学生的成长不可能被装在“套子里”，其发展需要

学习空间、生活空间、物理空间，而创设丰富多彩的活

动，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从单一到多元。极

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多元体验，便满足了学生发展的内

在需求，开辟第二课堂，研学导行，以行求真，以学促

能，如通过亲自然、驻军营、进企业、入社区、到农村，

有针对性地开展亲子嘉年华、耐挫训练营、环保一日

行、雏鹰夏令营、科普小研究等社会实践体验，以活动

促行动。

成立“闽源文化少年微研究社”。由 20 余名核心

层小研究员和 100 余名分散层小研究员组成，在老师

和校外辅导专家的指导引领下，实施以“历史建瓯”

“文学建瓯”“经济建瓯”“地理建瓯”“绿色建瓯”“旅游

建瓯”“生态建瓯”和“未来建瓯”为 8 大主题的拓展课

程。搜集建瓯的有关资料，展示研究成果，以此为平

台，培养学生主体意识和综合实践探究能力，在实践

中体验成功，提高了学习能力，树立了良好的学习品

质。

3. 拓展训练———个性发展，务实求真

为了更好地张扬学生的个性，拓展学生的特长和

能力，使更多的孩子在更多的实践活动领域体验成

功，学校在原来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的基础上，对学生

的兴趣爱好和教师的特长进行详细调查，开设了 43

门“大艺创·拓展课程”，如“小科学家俱乐部”“小作家

摇篮”“乐陶陶手工坊”“各种球类俱乐部”“小书法家

协会”“金苹果乐队”“小小舞蹈家”“金苹果合唱团”

“地方方言说唱”等，分别排入周二和周五的课表。其

中 3～6 年级的学生不限班级和年级，根据自己的爱

好，以“自助餐”的方式选择两门课程参加，低年级同

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校本课程的学习。

三、手中有招，以“课程式推进”，关注课程生态的

真正回归

“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必游四方，尽见人

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

于学者矣”。教学不仅要文以载道，还要学以载道，行

以载道。

1. 从“单一课程”走向“课程生态”

教学活动离不开生活、情境而孤立存在。这就意

味着课程生态要回归学生真实的世界，回归现实生

活，回归自然。从本质看就是强调自然、社会、人在课

程体系中的统一，使自然、社会和人成为课程，成为课

程的基本来源。①自然即课程———向自然开放，让孩

子们涉猎各种领域;②生活即课程———将社会和生活

融为一体，把学习实践的触角引向社会这一大课堂；

③自我即课程———向自我开放，尊重个人感受、体验，

关注自我知识，是学习的建构者、创造者、合作者。
课程式推进案例之一：金苹果小勇士“研学旅行

体验”活动（活动课程）

第一阶段：红星照我去战斗

《“我的活动我做主”活动方案》（语文学科）

《红色之旅———参观闽北临委旧址》（队长学校）

第二阶段：大雁奋飞我跟行

《雏鹰，从这里起飞：队列展示比赛》（班队课）

《“战地快餐”大比拼》（体育课）

《情景剧：漫漫“长征行”》（语文和艺术课）

第三阶段：勇于当先我能行

《爱鸟小卫士在行动》（自然课）

《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智慧大比拼》（科学课）

《负重登山———巧夺红旗》（综合实践）

《我说我听我画我颂……》（少先队课）

2. 从“活动特色”走向“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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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如果离开课程建设，无论活动有多丰

富，也只是标签和口号。课程特色才是办学特色。只有

形成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才能彰显办学优势和办学

成效，只有开设开放适合学生个性和发展的课程，才

能真正满足学生的本质需求和个性发展。

课程式推进案例之二：金苹果小记者“文化体验”

研学旅行活动（跨学科课程）：

第一阶段：千古人文一线牵

（1）闽源文化———在读行中成长拔节

明确任务：以小课题、小组合、小研究为单位，在

“追问”中感知历史，在“品鉴”中浸润文化。

（2）闽源文化———在知行中突破壁垒

在文化读行中寻找建瓯的“三大国宝”：五经博士

府———孔庙、北苑贡茶、道教圣地———东岳庙。

第二阶段：问源哪来清如许

（1）闽源文化———在思行中寻找关联

通过研学旅行，学生对家乡为什么称作“闽源文

化”发祥地有所了解，这里是八闽上郡，北闽都会，汉

郡闽都，声延至今。

（2）闽源文化———在探究中生成体系

以点串面的知识延展是“研学、读行”中另一种知

识体系的有效建构与自然生成。时空上可从四个层面

展开思路：① 从文化层面上；② 从历史层面；③ 从区域

性语言层面；④ 从经济领域。
第三阶段：万水千山总相情

（1）在研训中提升情感

“金苹果志愿者城乡行”：亲自然、驻军营、进企

业、入社区、到农村。
（2）在合作中学会力行

美美乐乐逛建瓯：喜看新城，感受改革之巨变。

童心巧手绘建瓯：创意描绘，设计建瓯导航图。

心手相牵美建瓯：德行城乡，播撒文明之火种。

主题活动说建瓯，知行合一，宣传大美行公益。

明理乐行爱建瓯，情满芝城，与爱同行靠大家。

“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

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即

知道你的价值。”从课内到课外，从基础课程到拓展课

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螺旋上升的过程。学生在

多元的活动体验中，语言的表达，思辨的能力，审美的

体验，文化的传承在润物无声中得到全面提升。

课程式推进案例之三———食品健康系列探究微

课程（阶段性实施）

第一阶段———健康知识抢先知（5—10 周）

零食中的小知识（品社）

饮料盖子的巧设计（美术）

食品标签知多少（语文）

进口食品知多少（英语）

食品添加剂知多少（科学）

寻找健康之水（体育）

第二阶段———健康小讲堂来作客（11—13 周）

养成合理作息时间（家长评价）

谈健康养生“六法”（教师评价）

给你健康“小贴士”（同伴评价）

第三阶段———健康秘诀共分享(14—16 周)

金果果的研究小报告———我最喜欢的健康食品

（综合实践）

向你推荐健康小食品———水果、蔬菜、坚果等（口

语交际）

“金果果，懂健康”为主题的电脑小报作品秀（信

息）

“要健康，来运动！”韵律操比赛（音乐）

课程理念从个性到共性，看转化；从预设到生成，

看思辨；从“外到内”看教 + 学；从“量变到质变”看学

+ 习。行知思想下的课程探究，从经验到实验，从问题

到课题，应源于课程问题，问题需高于选题，选题要高

于标题，这才是课程建设的真命题。

我们的教育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生命。在课

程建设中，“以学生为本，以发展为本”已然成为众多

学校提出的响亮口号。核心素养务必落实课程育人，

在课程开发上立足实际着眼发展，并在某些成熟领域

有选择地作有效的尝试，重视以核心素养为课程行为

的基本导向，促进学校课程结构的整体优化，课程品

质的全面提升，进而体现行知教育思想在课程育人导

向上的有机渗透，又支撑学生核心素养的充分而有效

地发展。

（作者是福建省特级教师、福建省建瓯市实验小

学校长）

（责任编辑：韦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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