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的实践研究
新北区龙虎塘实验小学

　 　 一、缘起

１． 以课题研究带动课程体系建设。
２０００年起，学校的省级重点课题《小学生古诗文诵读与人文素养培育的研究》从尝

试研究到成型推广，再到２０１２年《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十五年的研究与探索中，在
省内外获取了较高的知名度，为学校发展、师生成长，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十多年来，龙小师生踊跃参与到《少儿国学》课程中来，通过“童眼荐古诗”、“童手
写古诗”、“童心绘古诗”、“爸妈讲古诗”、“背诗擂台赛”、“儿童创作诗”、“畅游诗词
园”、“携手经典、传承国学、叩响新年钟声”等系列课程，给学校发展注入动力，给学生成
长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２． 以课程建设理念营造校园文化。
２０１０年，适逢搬迁新校。新学校以“少儿国学文化”为基点，多层次，立体化建构大

气诗意的环境文化。漫步龙小，诗情画意，韵致怡人。校园广场上，“诗”“书”“礼”“乐”
四石，似龙卧，似虎踞，陶冶情操，启迪心智。诗内育生命自觉，滋养童贞于诗乐中，绽放
自我于天地间；主题景观布局精妙，诗词歌赋园处处透射着悠悠中华文化的浩然与厚
重。

　 　 二、内容

　 　 （一）着眼《少儿国学》课程的顶层设计。
１． 制订课程目标。２０１２年，学校统领性课题《为学生诗意人生奠基的学校文化变

革研究》确立，通过一次次的挖掘、总结、借鉴、提炼、升华这一递进的思考过程，最终确
定了目前学校办学理念———为诗意人生奠基。核心文化、诗意校园、诗意管理、诗意课
程、诗意课堂、诗意教师、诗意学生、诗意家庭等都形成了文化特征，提炼了构成要素。
《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团队在专家的引领下首先对“诗意学生”进行了“养成形象描
述”，对应这个培养目标来进行课程目标的综述；然后分解为年段目标；最后形成单元主
题式课程框架图。
２． 制订系列教材的开发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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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目标，我们确立了《少儿国学》课程的体系，并制订了《少儿国学》课程系
列教材的开发推进表。

时　 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开发项目 《少儿国学》课程
白皮书

《童声古韵》高、
中、低三册教材

《蒙学选辑》教材 《经学启蒙》教材

３． 《童声古韵》教材的开发框架。

年级 书　 名 单　 　 元　 　 主　 　 题 编　 写　 体　 例

一、二
年级

童声古韵———经典
古诗词小学生手绘
悦读书（亲子悦读
本）

数字寻趣、秋色宜人、童声稚趣、梅傲雪
寒、佳节情浓、花鸟咏春、田园妙趣、时令
放歌、感念恩情、夏景舒心、秋月咏叹、秋
韵悠长、别有童趣、岁寒傲骨、勤奋好学、
春花烂漫、踏青赏春、边塞感怀、人生哲
理、山水寄情

单元式诗文编排、学
生原创手绘配图、妈
妈讲故事、拓展涂鸦
墙、闯关小达人（单
元作业）

三、四
年级

童声古韵———经典
古诗词小学生手绘
悦读书（共享悦读
本）

登高望远、秋思绵绵、独处深思、惜别情
怀、且行且思、春景之乐、触古省今、望月
怀远、壮怀激烈、情醉江南、秋菊高洁、冬
梅傲骨、边塞放歌、珍惜光阴、喜迎新春、
春柳别情、博览群书、夏荷冰清、名川大
山、细察善思

单元式诗文编排、学
生原创手绘配图、同
学讲故事、拓展涂鸦
墙、作业超市

五、六
年级

童声古韵———经典
古诗词小学生手绘
悦读书（自我悦读
本）

惜时勤学、隐隐秋思、赤子情怀、览今怀
古、月光启蒙、春景宜人、乡思绵绵、田园
之乐、立德长志、寄情山水、慷慨放歌、羁
旅愁思、生活杂感、借古讽今、忧国伤时、
建功立业、田园写意、情深意长、失意忧
思、坦陈心志

单元式诗文编排、学
生原创手绘配图、自
读释义、拓展涂鸦
墙、单元作业

　 　 （二）探索《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策略。
１． 理念渗透：潜移默化、共悟共建。
（１）学习认识———“临千歌然后知雅意”。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国学经典承扬

与人文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作为“为诗意人生奠基”的设想。通过业务学习、“馨竹
论坛”、校本课程专题研究活动，将论证所得传递给每位教师，将研究的美好前景广为宣
传，使“知其雅意”后的龙小教师有所思，有所盼。

（２）专家指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系统架构了国学课程实施的专家“智
库”，以帮助并定期组织教师有针对性地学习研讨，丰厚底蕴，扫除课程建设、实施中的
阻碍，以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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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硬件打造：诗意环境、鲜明特色。
（１）完善已有的“诗书礼乐”广场、“诗词歌赋园”“名家对影园”三大板块的典雅布

置，绿色营造，比德喻志，赋予物质建筑以德性的光辉。
（２）巧建“千年国学穿越馆”。学校图书馆是独立的四层建筑，借助现有与国学相

关的书籍、板壁介绍，增添触摸屏，开发相关软件，建成灵动的“国学发展史”板块。将四
楼的“教师书吧”辟建出一处“国学馨香小屋”，老师、学生均可畅游期间，享受咖啡、茶
香，讨论、碰撞，感悟国学厚重的底蕴和品性。

（３）构建“七彩情韵廊”。各楼梯走廊展板主题化，教学楼之间的连廊以“经典滋
养”、“诗意绽放”为系列进行分层建构。重点打造一楼文化大厅通向报告厅的“国学冲
浪互动街”，分年级、分主题，让孩子们自由涂鸦，传递心声；发表新诗，交互点评；提问竞
答，主动探究；书画飘香，一展风流。彰显童真童趣，让学生的国学之旅充满欢乐，富有
情趣。
３． 课程建构：统整探究、系统设计。
（１）系统梳理国家课程中的国学内容。
（２）拓展丰富校本课程中的国学内容。
（３）打通学科活动壁垒，实现双向滋养。
４． 灵动课堂教学，形成多元课型
我们将以“灵动、开放”为核心要素打造少儿国学课堂教学，使师生能在平等地交

流、自由地讨论、有效地合作、快乐地创造的基础上走向有向开放、有效互动、主动创造、
生态评价。

（１）探究课型范式。
在前期的研究中，针对不同内容的古诗文，我们探索出了六种古诗文教学的范式，

在后续的《少儿国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此为切入点，鼓励教师建构其他类型的国学
经典教学范式，力求从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角度设计教学过程，注重对学生诵读方法指
导和自学方法的指导，重视理解能力、欣赏能力、应用能力、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提升学生学习国学的兴趣和能力。

（２）变革教学方式。
我们将逐步形成具有龙小特征的观课、评课标准，加强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评

价、教学反思的有机关联，推进交往互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的转变。运用多种教学技
术，尤其要运用信息教学技术，尝试“ｅ”学习，“翻转课堂”，建成“国学学习检测一体化
的网络平台”。
　 　 （三）创建《少儿国学》课程学习体系。

我们打通了课内课外的壁垒，建设了四大“国学风情区”：馨竹电视台、馨竹诗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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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室、报告厅。以此为阵地，精心建构“国学”专题学习与活动，形成创意活动体系，注重
精英培养与群体培养双线的并重交叉进行。

（１）吟诵小课（必选）。利用周一至周五的上午１０：５５—１１：１５这段时间，专门安排
经典文化吟诵小课，各班按照自编的校本教材，利用吟、唱、画等多种手段使之成为全校
学生诵读、记忆、欣赏国学经典和尝试创作的主阵地。

（２）馨竹之声（必选）。以“馨竹电视台”为舞台阵地，在每周五中午的
１２：３０—１２：５０，开展面向全校师生的互动式的国学特色课堂展示和学习，以月为时间单
位系列策划：

第一周和第二周———国学讲座，由语文教师轮流担纲，内容上将“三字经”“弟子
规”等专著学习和“国学大家”“诗词流派”“创作指导”等国学常识结合，带着全校学生
展开国学文化的探究之旅。

第三周———古韵新唱，由一位语文教师和一位音乐教师带着学生主持、学生演员指
导全校师生吟唱国学经典篇章，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的基地学校，主持
学生的诵读和吟唱是摇头晃脑，古韵十足，全校同学更是群情响应，一时间校园里，让学
生在上下互动，诗声朗朗，乐声飘扬中感受经典文化的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

第四周———创作交流，这是孩子们“厚积薄发”的时刻。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用诗意
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低中年级的孩子年纪小，他们就写儿童诗，高年级的同学写格
律诗，让孩子们品尝实践之趣，参与之乐，成功之悦，记录下他们一路成长的足迹。

（３）情趣社团（限选）。亲近母语训练营———在年级校本课中让学生自主选择，走
班学习，深入领略国学文化的魅力；馨竹诗联社———“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满园
春”。加大谢孝宠、陆士伟等市楹联专家、诗词名家的日常辅导频度，进一步加强学生参
与的广度，国学知识的深度以及活动的丰富度。国学吟诵班———将“常州吟诵”与“古诗
新唱”整合，常州吟诵传人秦德祥先生为座上宾，让学生在独特的韵律中感受经典的脉
搏。

（４）特色创意课程。我们把国学研究活动延伸课外，在一系列极具特色和挑战的活
动中使学生提高认识，培养能力，获得发展。

①考核评价型。②展示汇报型。
③延伸渗透型。④有向突破型。

　 　 三、特色

　 　 （一）多方联动，提升品质
为了促使少儿国学课程动态化地实施，我们搭建了“交往、互动”的校本教研网络。
１． 主题研究三级联动：以学校主课题《为学生诗意人生奠基的学校文化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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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领，以由校“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常州舣舟诗社会员”馨竹诗联社责任老师等组
成的项目组系统展开，以师生个人或自组团队开展的微型课题拓展延伸或点上突破。
２． 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成显性的文本、图像等，形成《研究简

报》、学期微课题研究的微报告、教材、论文等。
３． 诗意联盟拓展视野：开展与周边有共同志趣学校的联合教研活动，与诗意结盟友

好学校韩国心石小学进行有效的互访互学活动，积极通过之前来访的美国开米教授的
桥梁作用与美国学校建立合作项目，以增进“诗意教育”的国际理解。
　 　 （二）强团聚力，成事成人
１． 组织架构：以一向关注我校国学工作的省市诗教协会领导，史绍熙、丁芒、谷向阳

等教育名家、诗词名家及华师大“新基础教育”研究专家团队、南师大吴永军教授组成
“智囊团”，进行高位引领。由校长、分管校长、校本特色责任人、教科室主任成核心领导
小组；由校内各级楹联、诗词会员和语文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国学情趣社团责任人组成
研究中心小组，由全体语文教师、校本教师组、对国学有造诣的家长校友组成实践推进
基层团队。
２． 分层培养：凭借专家智囊团的引领，培养领导小组的系统建构之功；凭借各级各

类的比赛、论坛等活动培养中心组骨干的有机推进之功；以语文学科的吟啸杯素养大
赛、面向全体课程实施教师的专家讲堂为平台，整体提升队伍的国学传递之功。
３． 自主管理：管理实施重心下移，强调责任人与合作者意识，鼓励教师层面各种团

队创造性地参与课程实施和课程管理，以“国学小导师”“国学小导游”等校级岗位和活
动中的动态生成性岗位，如“国学小考官”促进学生的管理参与，激发主体意识。
　 　 （三）为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制订“诗意规程”。
２０１２年以来，《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团队以以特色课程引领学校课程建设的思

路越来越明晰。在２０１４年度，《少儿国学》课程基地建设团队在南师大吴永军教授的引
领下，分层逐步对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进行了“诗意规程”的制订与论证。语、数、英、综
合各学科纷纷建立了本学科的“诗意规程”并积极实践。

　 　 四、成果

　 　 （一）显性成果
１． 理论成果：校长、行政团队、全体教师围绕《少儿国学》课程建设相关主题已有数

十篇论文在省市区发表、获奖。通过《少儿国学》课程基地的建设，明晰了“诗意学生”
的培养目标，使《少儿国学》的育人价值不断获得提升和放大，探索出从古诗文课题成
果———《少儿国学》课程———“诗意教育”特色的学校课程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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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践成果：
（１）出版学生创作诗集《雏凤鸣春》；
（２）学生多次参加“中国楹联学会”、“常州苏东坡诗词学会”、“中天钢铁诗词创作

大赛”获奖；在《中国楹联报》、《常州晚报》等刊物发表诗作多达数百首。
（３）获奖情况：《古诗文阅读自编校本教材》获江苏省校本课程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隐性成果
一是立意高远。《少儿国学》课程以经典古诗文为主要内容和载体，让小学生从小

就亲近国学，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文化滋养，感受文化力量，培养家国情
怀。

二是课程建设规范。既是课程，就得遵循课程的基本规定性，否则，就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课程。《少儿国学》课程设置了总目标，并分设了三个年段的具体目标。无论是
古诗还是古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选择，形成了内容框架，彰显了国学的大体风貌；提出了
教学建议，而这些建议又是紧紧围绕古诗文课程的性质提出，尤其是突出了价值性、内
涵性、综合性和体验性；规范了评价要求，从评价功能、评价方式、评价原则等方面提出
了建议。这些规定体现了课程建设的基本要义，让其成为真正的课程。

三是儿童视角。国学，历史悠久而遥远，如何让小学生喜欢，成为一大难题。《少儿
国学》课程紧贴“童声和喜欢”这一核心要求展开：培养诵读乐趣，乐于交流分享，以自己
喜欢的方式来诵读，积累自己喜欢的诗句和格言警句。此外，在加强诵读、背诵的同时，
特别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和创造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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