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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是教育应有的“另一张面孔”，学校

主题大单元活动的开展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能

让学生在生动、丰富的情境活动中去了解自然、感

知社会、认识家乡的文化特征，学到书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让学生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去参与、去体

验、去总结、去反思，逐步培养学生的健康、交往、

学习、信息等素养，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促进每

个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

年度普通类一般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主题大单

元活动校本课程开发”（批准号：17PTYB058）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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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我校传承“诚朴”校训文

化，以“传承诚朴文化、实施诚朴阅读”为核心理念，将课程建设与文化建设进行有机融合，开发和实施“诚

读”班级阅读课程。课程内容开发蕴含“诚朴”，课程实施践行“诚朴”，课程评价深化“诚朴”，构建“诚读”

课程体系，通过班级阅读传承和发扬“诚朴”思想，提升学生的人格品质和语文素养。

【关键词】“诚朴” 校训 班级阅读 课程开发

构建“诚朴”课程，培育“诚朴”之人
——校本“诚读”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江苏常熟市碧溪中心小学 陈 静

我校前身为“徐家私塾”，创办于1908年，创办

者徐老先生当时提出“诚朴”校训，要求学生“诚信

做人，质朴做事”。近年来，我校秉承和发扬“诚朴”

校训文化，以“传承诚朴文化、实施诚朴阅读”为核

心理念，将课程建设与文化建设进行有机融合，开

发和实施“诚读”班级阅读课程。课程内容开发蕴

含“诚朴”，课程实施践行“诚朴”，课程评价深化“诚

朴”，创设课程实施的平台载体，构建班级“诚朴”阅

读课程体系，传承和发扬“诚朴”校园文化，以阅读

为途径来提升学生的人格品质和语文素养。

课程实施立足于学校“诚朴”文化特色，依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

及其他可利用的资源，在生本化的阅读课程建设

中追求“诚朴”的课程文化，通过选编、整合、补充、

拓展等方式来开发和实施校本“诚读”课程。

一、课程内容寓“诚朴”

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总量提出

要求：“在整个小学阶段，课外阅读总量应该不少

于145万字。”基于学生的阅读特点和阅读倾向，围

绕“诚朴”思想和文化，可从阅读书目的选择和编

制两个方面来确定阅读内容。

1.教师推荐

教师选择推荐书目时应注意价值观导向，推

荐的阅读内容蕴含“真诚、质朴”之美德，既有可读

性，又有教育意义，能给学生以心灵的震撼和品德

的滋养。

2.家长推荐

家长给学生选择阅读书目时，可通过网络推

荐、家长群交流等方式，更提倡家长先读原则，给

孩子把好阅读书目的质量关。

09



2019/05

3.同伴推荐

学生互相推荐阅读书目时，应交代清楚推荐

理由、作品简介、读后感言等，并在伙伴阅读该作

品之后进行反馈，验证该作品的阅读价值。

4.形成书目

一学年结束时，将教师、家长、学生三方面推

荐出的书目进行投票。评选出最受欢迎的十本

书，作为本学年班级“诚朴”阅读书目。

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从学生的年龄特点、认

知特点、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出发，既有图画书，

又有文字书；既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又

有外国经典作品；既讲究文学性，又蕴含科学性，

以多元化的方式确定阅读书目。

二、课程开发育“诚朴”

课外阅读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为他们积

淀人生的哲学智慧，从而实现提高素养的目标。

教师要放弃急功近利的思想，端正对课外阅读的

认识，设计组织丰富的活动，正确指导小学生进行

课外阅读。基于“诚朴”校训的班级阅读课堂，应

该是真实自然、实事求是的课堂，是扎实有效、脚

踏实地的课堂，是以生为本、以书为本的课堂。

1.阅读推荐课

请教师、家长、学生轮流向全班学生推荐一本

好书，该书必须体现“诚朴”文化思想，以作品简介、

作者简介、内容精选、推荐理由四个板块进行推荐。

2.阅读指导课

教师应在阅读习惯、阅读方法上予以适当的

指导，帮助学生高效地汲取营养，扩大知识面，积

累语言，提高语文素养。

3.阅读推进课

教师选择重点段落、章节，在课堂上采用多种

方式进行共读，并让学生畅所欲言说说读后感悟，

指导学生继续进行有效阅读。

4.阅读交流课

读完一本书后，通过研读、演读、辨读等方式

进行阅读成果的展示交流，使学生的认知、能力、

素养、精神、人格得到长足的发展。

语文课程标准把小学语文培养学生“认真阅

读的习惯”列为阅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教师

应重视阅读课堂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

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实现“真诚

阅读”。

三、课程实施显“诚朴”

为弘扬学校传统文化，营造“诚朴”氛围，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发挥个性特长，发掘个人潜力，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培养学生“真诚做人、

质朴做事”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准则，学校开发了形

式多样的“诚读”活动课程。

1.每日一文

师生合作，搜集《读者》《新补充读本》以及文

学作品中的优美文章，制作成小册子，每天一个故

事，利用课前一分钟，开展“每日一文”的活动。

2.每日一诵

把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悦读童年·小

学生经典诗文拓展阅读》作为班本教材，每天吟诵

一首古诗，包括诗句、词语注释、全诗翻译等，学生

读完，再背一背，积累国学素养，熏陶诗词美、韵律

美、意境美。

3.每月一报

由学生搜集蕴含“诚朴”文化的佳作发送到教

师邮箱，教师汇编成文字稿，制作成每月一期的班

级阅读小报，一个学年就能积累一套班级美文阅

读教材，一篇篇动人的文章，一句句深刻的警句，

就像一颗颗种子扎进学生的心里。

围绕“诚朴”文化，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搭建丰富多彩的展示平台，提供各种各样的交流

机会，既检验学生的阅读成效，又分享彼此的阅读

收获和乐趣，扎扎实实、诚诚恳恳地读书，培养学

生“真诚、质朴”的人格。

四、课程评价促“诚朴”

课程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完善的评价机制，学

校致力于研制评级标准，提炼评价的框架和要

求。在“诚读”课程评价中，应加强学生的自我评

价和相互评价，并组织家长参与评价活动。不管

是教师评价，还是学生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家长

评价，均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提升评价的科

学性、多元性，以营造评价的良好氛围，肯定学生

身上隐藏的潜能，注重学生人际关系的培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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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生的共同进步和普遍发展。

1.成长性评价——纵向立体化

教师对学生的阅读过程、阅读成果进行评价，

表扬学生好的阅读行为、阅读习惯、阅读方法、阅

读途径、阅读形式等，坚持正面引导，能使学生获

得成功体验。同时，教师应客观指出学生阅读过

程存在的不足，如阅读计划有欠缺、阅读方式不适

合自己、阅读的时间安排不合理、阅读积累不及时

等，能帮助学生及时反思自己的阅读过程、行为和

方法，并主动改善。以“‘诚朴’阅读成长手册”的

方式记录评价结果。

2.发展性评价——多元综合化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实施评价，应注意教

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与学生间互相评价相

结合。加强学生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还应该

让学生家长积极参与评价活动。在评价时要尊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发展。”“诚

朴”校训文化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的发展，通

过多种评价途径，采取多种评价方式，使教师、学

生和家长及时获取反馈信息，调整阅读活动教与

学的实施过程。有效的阅读评价能使教师、学生

和家长及时获取反馈信息，更能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体验阅读带来的快乐、幸福、成功，激励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

良好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这也是“诚朴”校训

指引下“诚读”课程实施的目标。

以“诚朴”校训为指导构建“诚读”课程体系，在

“诚朴”理念指引下学习和生活，可以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诚朴”品德，培养学生对古今中外经典文化的

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体会阅读的成功，

享受童年的幸福，让学生在多方位、多角度、多途径

的阅读体验中浸润“诚朴”文化，培育“诚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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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建设是我国课程改革的热点话题之一，但研究中关于课程框架搭

建的理性讨论居多，具体操作的实践经验却不够丰富。本文指出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核心素养校本化、课

程关联度、学生主动权、评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依据核心素养优化顶层设计、完善课

程体系、推动课程实施、落实课程评价等解决策略。

【关键词】核心素养 校本课程 不足与对策

基于核心素养校本课程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江苏扬州市四季园小学 郑 丽

在课程改革的浪潮中，随着教育研究与实践者

们的目光逐渐聚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成

为校本课程研究的总体方向。一方面，作为学校教

育最重要的载体，课程越来越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

核心，其品质决定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人

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小学校园中度过的，童年是人的

生命中的一段黄金时期，它影响着一个人的终生发

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课程，学校就会培养出什

么样的学生。

XIAOXUE JIAOXUE YANJIU

治校方略 治校方略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