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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

! ! ! !春天来了。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老师，将
孩子们的课堂搬出了教室。到大自然放飞心
灵，到野外捕捉创意灵感，到社会大课堂学习
实践知识……这样的教育改革之春，已愈发
显现出无穷魅力。

九亭第四小学开!二十四个节气课"

传承民俗让孩子更博雅

!问题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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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江区九亭第四小学，一门“二十四节
气课”，让孩子们的知识天地从小课堂搬到了
大自然。校长张园勤说：“学校以二十四节气为
切入口，在二年级开设经典诵读课程，精心选
编、制作了《二十四节气经典诵读》校本教材，包
含节气解读、典故传说、民间谚语等内容，以儿
童的视角诠释了古代中华人民的劳动智慧。”

据讲课的叶玉婵老师介绍，这门课的目
标是在学好规定的小学语文教材的基础上，
一年级要求能够背诵!"节气名称，能熟读!"

节气谚语歌谣及诗歌，初步了解每个节气的
表征和时间；二年级在一年级基础上，熟读背
诵!"节气诗歌，理解诗歌大意，知道每首谚语
歌谣和诗歌所指的是什么节气。除了经典诵
读，学校还创设了许多丰富的节气教育活动。
在各个班级创建“温馨教室”活动中，黑板报
上会设有“节气专栏”，以“认识节气，亲近自
然”为主题，或抄录当前节气诗歌，或列举当

前节气代表植物，形式美观，内容简易明了。
学校建立了“节气文化长廊”，试图从视觉、听
觉以及触觉等方面为孩子创造一个更立体更
亲切的诵读环境和节气感觉。校园内还有根
据各节气布置的植物带和校园文化长廊以及
展示区。此外，学校还有一个极具校本特色的
“#$闯关手册”活动，是否能记住每个节气名
称和先后顺序、是否能大致了解每个节气的
特征、是否能认真跟读并尝试背诵诗歌等，成
了考验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的重要一环。
“每个孩子，每个机会，每一天”，这是九

亭四小的办学理念。张园勤说，开设二十四节
气课，与学校倡导的“仁礼、博雅、惜时、行远”
的校训十分吻合，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好中华
传统文化的瑰宝。

建平世纪中学每周都有!越野课"

健步!公里人人身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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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世纪公园的建平世纪中学，从上周起
把体锻课搬到了校外———绕世纪公园快走。

世纪公园有%"&公顷的绿地，还有宽阔的
水域。由锦绣路、花木路、芳甸路等'条环世纪
公园大道的人行道改建而成的健身跑道，有
个好听的名字，叫“金丝”，这里有优美的风
景、有良好的设施、有跑步的文化、有安全的
管理，每天都有大批跑步爱好者在此“刷圈”，
世纪公园由此成为了沪上著名的跑步圣地。

校长陈强介绍说，学校地处浦东花木社

区，与东方艺术中心、世纪公园、科技馆等毗
邻。随着《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对高中学生的拓展
型课程、研究型课程的开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和标准。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的课程、拓展学生
的视野，设计开发了“走进花木”区域校本课
程，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提升学
生的文化素养，成为有品味、健体魄、懂规矩、
会学习、能创造的社会建设者。!&%(年伊始，
作为“走进花木”区域课程之一的“环园健步”
课程在高一年级启动实施，一周一次的“环园
健步”课程旨在加强学生的体能锻炼、坚定学
生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的健身能力。

)月!*日下午的第三、四节课，高一年级
的同学在接受了老师的课程指导后纷纷踏上
了世纪公园的“金丝”健身跑道，开始了长达+

公里的越野健步体验活动。“在整个活动中，
学校精心保障、教师积极参与、学生身心愉
悦，同学们或跑或走，坚持到底，不仅仅是完
成了环世纪公园的全部路程，更是体验了跑
步圣地的独特跑步文化。”陈强说。

海桐小学外语课也搬到了室外
用双语实地探究科学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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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海桐小学组建了一个“科学双
语探究社团”，用的也是自编的校本教材。用
校长孔宇玮的话说，每周在课堂内的活动时

间虽然只有一节课'+分钟，但老师却成功地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达到了课堂内外
一样精彩的效果。
“走，一起去做现代的夸父，一起去追踪

影子！”这是科学双语探究社团开展的一项有
趣活动。在活动中，有同学负责在一天三个时
间段内站在铺设于指定位置的白纸上制造出
一个人影子，有同学负责用马克笔勾勒出影
子，还有同学负责用卷尺测量影子的长度。“没
想到，同学们的热情可高了，有争当‘影子’的，
有要求去做测量工作的。我还组织学生向门卫
叔叔们和体育老师询问并最终确定了试验地
点———操场的一角，因为那里不受建筑物的
遮挡。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和孩子们就
坐等太阳啦。”主讲这门课的沈秀娟老师说，她
和同学们利用上午早操后、午餐后及下午课间
休息的三个时间段来到操场，一丝不苟地测量
和记录，终于得出了有关“影子”的科学结论。

沈秀娟还介绍说，在开展“,-,如何测量
形状不规则的鹅卵石体积”时，更是激起了学
生们的热烈讨论，很多人都想到了利用水，更
有一些“牛娃”在浏览了网络信息后发布了技
术贴，他们居然想到了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测
量鹅卵石的体积。但同时也有孩子提出了质
疑，%立方厘米的水是否等同于一毫升水？两
个单位明明不同呀？为什么可以通过水进行
换算呢？改用可乐是不是也可以得出同样的
结论呢？她将孩子们在网络上的各种疑问归
纳与整理，整合在后一课时的学习任务中。
在随后讨论“空气是否占据空间”这一问题
时，她同样没有直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
案，而是鼓励同学们以团队的形式用自己设
计的实验去验证他们自己的推测。显然，这
样的论证任务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课堂教学
是无法完成的。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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