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探究：走出课程整合之路的精彩
戚墅堰东方小学

　 　 一、概述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我校基于学校课程发展基础与潜能，立足
学生成长需求，在国家课程实施过程中勇于探索与创新，努力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
家课程校本化实施之路。学校努力将品德与生活（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学生成长活
动、校园生活资源等整合融通，尝试构建促进学生发展、具有我校特色的课程———活动
体验课，力求整合后能最大化地发挥每一门学科以及校园生活资源应有的育人价值，实
现１ ＋ １ ＞ ２的课程实施效果。

　 　 二、内容

１． 清晰目标：明晰活动体验课程价值
在不断学习、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终于迈出了综合课程整合之路。２０１３年２月

起，我们首先把课程表打通，根据阶段内容需要，把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综合实践活动
课融通起来上，有集中有分散。２０１４年９月，学生课表正式调整为每周五下午集中为活
动体验课，其余两节则分散处理，这样的课程安排在课程校本化实施之路上跨出了一大
步。

课程目标是一门课程的灵魂所在。在实践探索初期，我们聘请专家做课程建设方
面的专题讲座，校本培训中深入学习品德与生活（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课程标
准，不断地清晰活动体验课程需要达成的育人目标。同时，我们还立足每个学段、每个
年级学生特点进行学情分析，把脉学生发展需求及发展目标。在活动体验课程建设目
标中，我们明晰了该课程的关键词“活动体验、探究”。首先，我们变革品德与生活（社
会）课程说教多、讲述多的课程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在活动实践体验中去实现知识的习
得、情操的陶冶等。其次，努力实现综合实践活动是“真活动”“真体验”“真探究”，从
而学生是“真收获”“真成长”。再者，活动体验课程目标除了体现出活动体验、综合性，
不可或缺的是体现出年级学生成长目标，使课程实施更贴近学生“最近发展区”。
２． 统整内容：架构活动体验课程框架
课程内容的科学设计是课程实施的保证。在前期对师资充分调研及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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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校活动体验课最终由班主任担任。明晰活动体验课程价值基础上，在课程目标的
引领下，大家开始尝试对课程内容的综合整体的构建。在梳理品德与生活（社会）内容
中发现，从大的板块与维度来看，这门学科是按照“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三个方面编排内容。同时，我们再发放调查问卷，搜集全校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想研究
的主题，其次，梳理学校常规的年级、校级活动，综合融通后，形成一学期的活动体验课
的大致主题与活动内容。下表为三年级下学期活动体验课内容安排。

“思品（品社）、综合实践、学生成长”活动体验课程内容一栏表
三年级　 ２０１４． ２

维　 度 大　 主　 题 具体系列活动 实　 施　 建　 议

人与社会

我是小小东道主（３
月）

１． 请到我的家乡来

２． 可爱的家乡人

整合《思品》第四单元的内容，又结合
节日、年段寻访活动：
１． 家乡地理环境、风景名胜、家乡菜、
土特产的综合实践研究活动
２． 结合清明节的意义，寻访家乡名
人，特别是革命家

人与自然 春满圩墩 自主策划春游圩墩的活动

人与自我

我是小小志愿者（４
月）

我是小志愿者 通过食堂活动岗位的实践锻炼，促进
岗位的成长。

我是闪亮小星星（５
月）

我是舞台闪亮星 结合学校艺术节及语文学科的课本
剧表演。“星”可以是小演员，也可以
是舞台表演的各类工作人员。

我十岁啦！（６月） １． ９个脚印的故事
２． 感谢您（你）爱我
３． 我的少年梦

感恩活动整合了《思品》二、三单元的
内容：我的成长与学校、我的成长与
他人。

明确了大的主题活动内容，我们还进一步明确了活动过程的程序。一是在大主题
的前提下，学生可以以已组建的小队或者自由组合小队为单位，提出感兴趣的主题，筛
选、确立、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二是活动过程适时指导与调整。三是注重自
主研究，强调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收获。
３． 融入资源，丰富活动体验课程内涵
活动体验课程中，教师尊重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也努力体现学校的特色，

引导学生从校园生活中选取课题与问题做探究。记得有位课程专家指出，校园空间或
者校园生活可以成为最直接、最好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有条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空间
互动交流，激发多层面的兴趣。

因此，学校在挖掘活动体验课程资源时也充分考虑到学校各种资源，整体架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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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环境，融合学校有效资源，实现对学生在校生活的改进、重建、优化，创造全新的教
育时空，真正实现其促进学生成长的价值。学校在改扩建中，牢固树立学生立场这一理
念，努力把校园生活还给学生，从校园环境建设开始充分体现学生成长性，提升学生在
校生活品质。如养种植基地建设、食堂岗位体验等，学生体验其中成长其中，使校园生
活真正成为我们的课程资源。
【案例一】

挑战未来小岗位

———“食堂工作”活动体验课小记
２０１２年８月，学校新建食堂完工，学生们将结束在教室用餐的历史，集体进入新食

堂用餐。面对这一新的教育设施的建立，学校校部、学生部、孩子们都有按捺不住了，是
否可以让“食堂”成为孩子们体验的新场所？
３ － ６年级学生调查问卷开始下发。“你会如何来布置学校食堂？”“你愿意成为学

生就餐时的服务员吗？”“如果是一位食堂服务员，你会为同学们服务哪些项目？”……学
生们热情高涨；学校校部、班主任团队开始了专题聚焦式的研讨：（１）“食堂”如果作为
一种教育资源，它与学生的发展能力如何对接？（２）“食堂工作”作为活动体验课程内
容之一具体操作策略是怎样的？（３）针对１ － ６年级不同年级学生，如何进行整体的活
动体验课程内容的整体架构？（４）面对这些未来的“小岗位”，如何对学生作有效的指
导？（５）体验过程，我们如何利用教育资源，进一步转化，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随
着研讨的深入，学校愈发觉得“食堂”这一资源的价值值得尝试、实践，且给学生们带来
的成长价值无限。
２０１３年３月，戚墅堰东方小学学生活动体验课内容之一———“挑战未来小岗位”食

堂工作活动体验课正式拉开帷幕。全校４ － ６年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活动，前期，
各班在活动体验课上讨论食堂就餐服务所需的岗位、具体岗位职责等，先期去食堂就地
演习、实践、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正式上岗的日子到了，大家发现食堂耳目一新，进入
食堂，桌上的就餐饭盒已经整齐摆放，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早已等候着就餐同学；“礼仪
部”满脸灿烂的微笑迎接师生就餐；“餐具整理部”忙得满头大汗也没舍得休息；“就餐
部”的忙着给“大胃王”们添饭添菜；“管理部”的忙着给低年级就餐认真的小朋友奖励
贴花……食堂里一顶顶“小红帽”成为东小食堂亮丽的风景线。

全新的食堂体验生活给每一个经历的东小学生带来了变化：
“原来为别人服务也很辛苦———我以后要尊重每一个劳动者”；
“听到低年级小朋友说，谢谢姐姐，我的心里真甜蜜———收获感谢真幸福”；
“我终于想出如何让每一碗汤都能打得均匀了。———原来就是舀汤也有学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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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热，但是我用我的微笑迎接就餐的同学，我很愿意。———为大家服务的感
觉真好！”

“文明就餐就可以为别人少带来一份麻烦啊。———做“文明餐客”很重要。”
“为我添饭的姐姐真亲切！———以后我也要当“服务员”！
……
孩子们稚嫩却真实的体验让东小老师惊喜万分，更值得一提的是，小体验员还监督

着老师们呢。“老师你的饭为什么没吃掉？这样不是很浪费吗？”被学生问到的老师为
难地说，原来老师的饭是食堂提前打好的，这位老师说自己真吃不了这么多。该怎么
办，小体验员想出了法子：老师的饭今后由他们自己打，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学校最后
真就采纳了学生的建议。
【案例二】

这里，绿意盎然且成长无限

———“小小园艺师”体验行
每一个东小学生都知道，东小有个特别的“果园”———这里有１８棵果树，果树主人

每年一轮换。于是，每学年开学初“果树认领”竞标会就尤为竞争激烈，只有１８个班级
有机会认领果树。做足了研究工作，写详细种养殖方案，班级才有可能竞标成功，这“小
小园艺师”光荣称号才能落到班级。卯足了劲，竞标会上，参与班级“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只为了校园果树成为“我们”家的！

中标的“小小园艺师”们职责可多了！他们班的活动体验课内容就丰富了：为果树
们挂上“新名片”，观察、养护、及时向全校师生“公布”果树生长情况，果子成熟了，采
摘，分享。

竞标不成的“小小园艺师”们自辟自家园地“园艺种植”。活动体验课内容一样每
个班级、年级都自成系列。一年级：“我和小苗”共成长，教室里的绿色植物在大家的呵
护下，一天天长大；二年级：我会写“植物生长观察日记”了。量一量，算一算，我的大蒜
长得真快啊！三年级：“美滋滋的种植活动”，一起亲手栽种的韭菜长大做了韭菜饼，大
家齐分享多美味！四年级：“万紫千红才是春”各色花卉种植让四年级走廊香飘校园；五
年级：“小小园艺师”成长记；绿色种植成为了“小园艺师”师的成长记，记录下的喜怒哀
乐让人感动；六年级：“小小葫芦母校情”，亲手培育小葫芦让它爬上学校美丽长廊，留下
对母校的感恩与爱。“小小园艺师”体验行让孩子们学校生活变得有色彩，他们爱上了
观察，爱上了研究，爱上了分享，这样的生活绿意盎然且成长无限。

实践研究发现，学校的活动体验课程中融入学生在校生活资源、环境资源，更有效
地让学校的外在资源成为了成长资源。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优化资源，成为学生成长

—２５１—



的有利载体，在这样的课程中孩子们从身边的生活出发，调查、探索、思考、合作等各项
能力在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与发展。
４． 创新评价，提升活动体验课程实效
在活动体验课实践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于课程评价也尝试做了一些探索。回顾品

德与生活（社会）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评价，我们发现，活动体验课程的评价不能仅仅
用单一的分数作为学生课程学习水平的检测，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结果予以论断。从
实施课程目标的高位来思考本课程的建设，我们旨在通过这门课程的实施，实现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因此，在课程评价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从课程目标达成方面、学生活
动过程等方面进行思考，力图通过评价能感受到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成长收获。

首先，我们试行“成长档案袋”的评价。实施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一是学生的档案袋
有学生成长过程资料，但是缺少学生活动情感、态度、合作能力等评价；二是出现了家长
代替包办现象；三是对于品生（品社）中需要识记的学习内容评价缺失了。

接着，我们从评价内容到评价对象、评价方式进行了再度变革。活动体验课的评价
内容变革：共分三项，第一项：中高年级应知应会卷考核（占课程成绩的３０％）；低年级
加入了班级服务岗位情况考核（占课程成绩的３０％）。第二项：成长档案袋建设情况评
价（占课程成绩的５０％）；第三项：活动态度、合作能力等（占课程成绩的２０％）。活动体
验课的评价对象变革：评价对象更开放，参与者为学生自己、同伴、家长、教师等。评价
方式更多元，有考核卷、现场观察记录、询问等，实现了量性与质性评价的结合。

　 　 三、特色

１． 重整学科交叉重复内容，体现整体性
将小学各科的全部课程内容进行纵向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重复。语文

的综合实践活动有《水的研究》，科学中也有此内容。其中尤以品德课内容与综合实践
活动内容的重复尤甚。因为这两科的内容主线均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
逻辑关系展开，如：二上的《品德与生活》中有关于秋天主题的课时内容，年级学生活动
将要开展“找秋天、画秋天”；又如四下的《品德与社会》中有关于水资源的内容；而综合
实践活动课上，孩子们又提出来相关的节水研究主题，雷同的内容，学生们等于上了相
同的两节课。六年级的《品德与社会》中有一章是《地球，我的家》，而正值学校的“生命
教育周”，这两个内容之间的交叉也显而易见。因此，期初由年级组织各学科老师在期
初进行教材梳理，在《品德与生活（社会）》的课程内容上实施内容的整合与统筹规划，
很好地避免了学科交叉内容的重复。
２． 学科领域知识在体验探究中延伸、综合、重组与提升，体现综合性
这里的学科领域知识决不仅仅指《品德与生活（社会）》中知识，而是更多地指向语

文、数学、科学等学科知识。期初各年级梳理整合教材与学生生活资源策划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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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重复的同时，把有意义价值的内容做了延伸、综合与提升，有意义价值的参照系
则是学生的需求。在二年级的《品德与生活》中，有一课内容是《走进秋天》，里面的内
容丰富多彩，有观察秋天、探究秋天、美化秋天、欢度秋天，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尊敬老人
的美好情怀。可这些内容如果仅仅流于说教，书面读读看看，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课
程目标也就流于纸上了。于是我们学校就把这样的内容请学科老师参与进来，长程设
计《走进秋天》。科学老师组织成立养种植社团，引导孩子一起体验植物的生长过程；班
主任组织学生观察班级认养果树的变化，体验收获的快乐。语文老师则带领学生走进
花溪公园找秋天，描写秋天，抒发情感。美术老师参与引导学生描绘秋天、美化秋天。
学校还充分利用学生的校园生活资源，组织学生认养桂花树———摇桂花———晒桂
花———做桂花糕———送桂花糕，一起体验生活的美好。每一个孩子都参与其中，每一个
孩子都有其个性化学习体验的方式与过程，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而每一个学
生都喜欢这样的活动体验，喜欢这样的课程，热爱生活的情怀在各种表达方式中已经悄
然蕴含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
３． 在学生校园生活与学生需求中挖掘课程资源，体现创造性
学校１８棵果树、四季“花卉丛”的设计是学校充分考虑到了这些看似装饰环境的绿

色种植一样可以成为教育资源，丰富学生在校生活；不仅仅只能在课堂习得知识，获得
体验，而置身校园中，学生就能感受到四季的轮换，生命的精彩。“观察、研究、体验”这
些关键词是我们重建这一资源后欣喜看到的。我们欣喜于学生在果树旁流连，欣喜于
学生在“四季花卉丛”描绘四季的颜色，我们欣喜于“桂花雨”带给学生的欢颜……校园
是学生的，他们与每一株植物同呼吸，共同感受生命的脉动，这就是用心做教育的魅力！

就连每年的常规项目———运动会，也成了我们活动体验课的课程资源，把运动会真
正地开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盛会。今年的学校运动会由五年级的学生来承办。通
过活动体验课程的实施，对运动会开幕式的策划与演练、项目的设计与编排、裁判员的
培训与执行、检录工作的引领、志愿者的服务等方面的活动实践，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感、
全局观、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掌控能力、应变能力、反思能力等方面的素养。特别是运
动场上所有的工作（包括裁判、检录、引导、统计、维持秩序等）都是学生担当，而每一次
的担当都是活动体验课的一次能力展示。运动会所有的项目设置都来自于学生的需
求。每一个新的项目都有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因此本届运动会是学校有史以来报名
参加单项比赛项目人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了６００多人，参与人数是全校学生的一半左
右。同时，还有趣味项目、达标项目、校园吉尼斯等项目，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加本次运
动会，体现了全员参与、阳光体育、快乐运动的精神。运动会后，教师积极引导反思，把
反思作为课程评价的一个方面。学生们在活动中获得了最真实的切身体验，也就有了
真实的成长反思。学生的习作精彩纷呈，多篇习作发表于《常州晚报》，促进了与语文学
科的融通与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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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优化教师资源，体现课程实施的高效
起初，我校品德与生活（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由两位专职老师执教。但是基于学科

课程内容的交叉，就出现了同一内容在不同课程中反复上，也出现了学科研讨的重复，
牵制了教师的许多精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科研讨中，教师容易被学科所限制，鲜活的
学生需求会泯灭在重复中，教师的课程创造也体现不出来。

改变课程的实施方式首先得改变教师。改变教师的学科价值观，改变教研方式，改
变课程评价方式。学校首先确定由各班班主任担任活动体验课的教师。因为班主任是
每一位学生成长的第一责任人，是整体关注每一位学生个性发展的责任人，而整个班主
任团队也是教师队伍中素质较为全面的一个团队整体。紧接着就是教研培训，明确价
值目标。认识到学生是自己课程的主体，而不是别人提供的课程的别动接受者，只有学
生主动积极参与投入，改变学习方式，多以体验探究的活动组织，强调选择，崇尚创造，
才有高效的课程实施。然后，学校制度保障研讨的质量，期初、期中与期末进行阶段的
课程实施规划以及总结反思。并在过程中组建活动体验课的研讨骨干小组，每月一次，
以年级组大整合的形式展开活动统筹预设。预设的目的不是限制生成，而是提高生成
的效率。这样的研讨改变了过去单科重复研讨的弊端，而是研讨更指向于学生的真实
生活以及真实需求，促进了课程的高效实施。

　 　 四、成效

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它是从
拉丁语“Ｃｕｒｒｅｒｅ”一词延伸出来的。它的名词形式意为“跑道”，由此可知课程即为学生
设计的跑道；它的动词形式则是指“奔跑”，这样一来，课程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学生的
独特性和经验的自我建构上，而体验探究这样的学习方式无疑是最适合学生的一种认
知构建的，也是新课程所倡导的学习方式。

实践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整合融通后的课程更进一步地优化了原先课程内容，丰富
了原先课程内涵，使课程内容更具有校本特点，更具有时代气息，更具有学生立场。同
时，创新课程实施过程，既保证原先两门课程实施效果，又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变革学
生学习方式，改变评价方式，课程实施效果得到了优化。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教师的课
程意识、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在课程创设探索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提升。更可喜的是学生
在活动体验课堂中能主动参与活动，乐于研究，勤于实践，真正在活动深入开展过程中
培养孩子们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交流的能力。通过整
合课程研究，通过活动体验课，明显感受到校园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在新课改浪潮中，我校课程整合的探索研究虽然在努力走出一条属于东小特色的
课程改革之路，但毕竟更多的是一线老师在教学实践中的一种思考和探索，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活动体验课”课程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教师整合开发课程能力、课程实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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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都是课程实践研究中碰到的具体问题。
不过，我们坚信，“发展永远在路上”。我们将继续着力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继

续关注学生日常生活与学科生活的沟通，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沟通，甚至不同组织形态下
的生活，自觉思考与研究这些沟通关系与内容所含着的教育价值，努力勾连学生成长时
空，构成学生成长的综合场。从外在课程时空的给予，到课程内在有机部分的优化，多
层次、多方面地给予了学生最大化的成长空间，实现着从“有限的空间”扩展到“无限的
可能”的综合、多元、内涵的发展，实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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