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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
行。”扩优提质、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是时
代赋予力学小学教育集团的新使命。农
历三月初一，我们的“小先生跑学”项目
行动和春天一起出发。

一个简单的“跑”字，其意蕴却并不
简单。“跑”，展现了儿童积极向上的生
命状态，回归了孩子活泼灵动的天性样
态，更彰显了儿童自信蓬勃的时代风
采。“小先生跑学”项目以“小先生”跑学
跑教、求学送教，激活教师课程力，整合
学科育人力，唤醒学校管理力。通过学
生的“跑”，学校把潜在的、闲置的、分散
的、零碎的内生资源挖掘整合、激活焕
新、聚合建构，最终形成学生跑起来、教
师动起来、学校活起来、集团强起来的
多赢局面。

“小先生跑学”项目携带着优质的课
程资源、名师资源，而每一位“小先生”本
身就是可以生长的资源种子、课程种子。
在跑学中，资源不但聚集共享，而且内生
增长，呈现出越用越多的滚雪球效应。
集团化办学也从资源共享走向互动共
生，从单一品牌走向“品牌集群”。

“小先生跑学”项目的价值体现在以
下3点。

其一，打破了校际壁垒，实现了品牌
共生共长。“小先生跑学”的第一站是集
团跑学，集团各校设立力学站、力人站、
龙江站、复兴站、旭日站等 5个跑学站，集

团各校“小先生”跑动起来，携带着各自
学校鲜明的教学文化、课程特色、教师风
格，在跑学、跑教中交融互鉴。

跑学——成员校教师为跑学团的孩
子们定制设计优质课程，既可以彰显本
校的办学特色和品牌文化，又进一步挖
掘学校潜力，塑造集团全新的项目与
品牌。

跑教——“小先生”在报告厅年级开
讲、进班级课堂开讲、手拉手小组开讲，
以丰富多样的开讲方式带来新鲜精彩的
儿童课程。

其二，打破了学校围墙，实现了校家
社协同发力。“跑学”，以书本为起点出
发，以教室为港湾启航，跑向广阔生活，
跑向奇妙自然，让世界成为最生动的课
本。“跑学”，走出去学，跑动中学，实践中
学，“学什么”变得丰富而广袤；“跑学”，
带着所学去传授，带着成果去分享，带着
才艺去展示，教中学，做中创，“怎么学”
走向主动，学习效果即时反馈。“小学生
跑学”是一门知识与见识的融合课程，也
是一门校家社共建的社会与文化大
课程。

其三，打破了教学界限，实现了师
生共同成长。“小先生跑学”，跑在前面
的是学生，作为“大先生”的指导老师一
路陪伴，“小先生跑学”自然而然地带动
着集团教师团队的交流融通，也创造了
生动的、全新的学生成长、教师发展、课

程融合、学校提升的教学场景和教育生
态。学生们的跑学，如春风化雨般悄然
温润地重构课程，为教师提升教学水
平、学校变革育人方式，带来强韧而持
久的力量。

目前，集团已组建“小先生跑学”管
理服务中心、资源供给中心、课程研发
中心、师资研训中心等 4大中心，并研发
了第一期“小先生跑学”（鼓楼篇）50个
跑学点打卡课程手册。今年暑假，我们
将开发第二期“小先生跑学”1+1大主题
小项目儿童研究综合实践课程：第一个

“1”是大美鼓楼跑学——向外地、国外
的亲友同学推荐鼓楼文旅最佳线路；另
一个“1”是“小先生”自主研发南京、江
苏、中国、亚洲、世界一个跑学点的小课
程，担任“课程设计小先生”。第三期课
程，我们将在集团 6800个“小先生”自主
开发设计的跑学课程中，遴选出 1000个
优秀小课程，形成跑学课程群，供集团
全体学生选择。

有根的理想和有根的爱，长久辽阔。
“小先生跑学”，从大美鼓楼出发，从脚下
最熟悉、最亲切的大地出发，在丰饶土地
上，让脚下的鼓楼、眼中的鼓楼、心中的
鼓楼不断对话，让孩子们和世界对话，加
入世界的建设和创造中来，成为会学习、
能创造的新时代“小先生”。

（作者系力学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南京市力学小学党总支书记）

开在春天里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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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南京市力学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小
先生跑学——儿童创造性成长项目行动”发布会。
集团校之间交流的对象不再仅限于校长和教师，
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学生。

2023年11月，南京市鼓楼区重磅重组、优化成
立 13个小学教育集团，实现全区 49所小学教育集
团化办学全覆盖。其中，力学小学教育集团率先探
索扩优提质，“小先生跑学”正是该教育集团积极探
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种路径。

“学，是儿童成长之梯，是教育的逻辑起点。
让学生努力学、学会学、享受学，是力学小学办学
80年上下求索、一以贯之的文化主脉。”力学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南京市力学小学党总支书记李
琳介绍说，经过数轮研讨和数月筹备，集团从“学”
出发，共同形塑各成员校的愿景目标与价值行为。

据介绍，2009年至 2023年，力学小学一代集
团历经 14年集团化办学历程，在集团治理、课程
共享、教师交流、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丰富实践，
取得显著成果。该校坚持 20多年的儿童研究性
学习探索实践，为“小先生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儿童研究素养培育实践中，学校倡导学生
做‘小先生’，以‘小先生开讲’撬动儿童学习方式
变革，‘大先生’带‘小先生’，‘小先生’教小学生，
小孩子走向前台、走上讲台，勇敢开讲，自信分享，
大胆展示。”李琳表示，“小先生开讲”让孩子们走
上成为主动学习者、自觉研究者和自我教育者的
创造性成长之路。作为“小先生开讲”的迭代升级
创新项目，“小先生跑学”积极回应集团化办学优
质资源紧缺问题，进一步实现了优质资源的高效
共享和规模增长。

此后，力学集团梳理出“小先生跑学”诸多行
动思路——

怎么跑？可由集团、学校、班级安排跑，也可个人
申请跑、班级同学推荐跑、抽签灵活机动跑……

怎么学？“小先生”可以个人开讲、与同学合作
讲，还可以在集团内跨校、跨年级、跨班级送教晒
讲，甚至“大先生”“小先生”同台讲，小学生与家
长、专家花样开讲……

学什么？首先是学科知识、学习方法、学习经
验，其次是百科知识、阅读推荐、儿童研究成果与
心得，还可以是才艺特长、成长故事分享等。

李琳表示，“小先生跑学”不仅是一个行动项
目，也是集团成员校的一门共享课程，更是一项系
统化的集团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目前，集团已组

建“小先生跑学”管理服务中心、资源供给中心、课
程研发中心、师资研训中心等 4大中心。其中，课
程研发中心率先研发第一期“小先生跑学”（鼓楼
篇）50个跑学点打卡课程手册，第一批跑学团已开
展3个项目的跑学体验小课程。

在“抢鲜”开展的 3场“小先生跑学”活动中，
力学小学教师率领学校的“小先生”，带着寒
假儿童研究项目“中华十二生肖探秘”的实
践成果到复兴小学作分享；旭日景城小
学的学生则前往龙江小学跑学，与之
对应，龙江小学科学、信息、综合
实践 3门学科的 5位名师组成
课程开发团队，设计 80分钟
的跨学科综合课程。

“我和同事在设计
项目时，共享教学经验和
教材教具，将不同学科的知
识、技能和思维方式相互融合，
进一步凸显课程的创新性。”南京市
龙江小学副校长周志飞告诉记者，作
为项目行动的先行导师，教师们重新整合
多方优质资源，从传统的“一校一教”教育模
式中跳脱出来。

面对新的课程，学生和家长兴奋又期待。“孩
子‘跑’完回来，兴奋地拉着我讲所见所闻，聊接触
的知识，我也对这项改革充满信心。”南京市旭日
景城小学学生家长朱静说，加入只是开始，融入才
是过程，发展更是目标。“我相信，‘小先生跑学’
项目一定能把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学
习路径带到旭小。”

“这是一项有前瞻性和生命力的
教改实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新平认为，项目行动
真正体现了尊重学生、信任学
生、依靠学生、发现学生、陪伴
学生的学生观，推动了集团校优
质资源的有效流动，加深了学生间
的双向交流，更促进了校内、校际师生
间的平等对话和共生互长。“在面上，跑在
前面的是‘小先生’，实际上，‘小先生’却在
悄然改变老师、变革学校。”

4月的江南，力学小学集团 5所学校、6800名
学生、6800个家庭，正开始打卡鼓楼跑学点、跑学
探索鼓楼，用奔赴领跑春天。

■本报记者 缪志聪

让爱与乡愁成为人生远行的力量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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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力学小学教育集团探索推动集团化办学“再进一步”

2024年召开的全国两会和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
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开展基础
教育扩优提质行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
筑牢根基，积蓄后劲。

力学小学教育集团创办于 2009年，
在十余年的集团化办学历程中开展丰
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2023年 11
月，力学小学新集团成立，由力学小学、
力人学校小学部、龙江小学、复兴小学、
旭日景城小学 5所小学组成。短短 5个
月时间里，力学小学教育集团迅速行
动，积极践行共建共创、共生共长，共同
打造充满活力的教育共同体，已然成为
鼓楼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先行者、践
行者。

新时期，基础教育如何扩优提质？
力学集团通过近来开展的“小先生跑学”
项目，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具创新价值
的行动方案。该项目通过聚焦“人”的发
展需求，努力解决“优质教育资源总体不
足与人民群众期望上好学”的矛盾，让学
生从封闭的教室、“四角的天空”走出来，
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1934年，陶行知先生倡导“小先生
制”；90年后的今天，“小先生跑学”在

原来“小先生制”的基础上进一步
传承与创新。“跑学”是一个活

泼、理想的教育场景，是整个
教育集团的孩子自主地跑

动起来学习。孩子们通
过跨学校、跨班级、跨年

级的跑学活动，在互动交
流和实践研究中获得成长。
“小先生”，关注学的主体；“跑学”，关注学的方

式；“项目行动”，关注学的内容，学的课程，以学撬动
教，以学倒逼教。这是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转身，学生真

正走到教育教学改革的最前沿。
“小先生跑学”项目依托学校教育主阵地，确定了集

团化办学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向度、主体责任和重
点任务。力学集团以首届国家教学成果奖项目为理论基
础，同时以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指向创造
性成长的儿童研究素养培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为科研引
领，凝练出力学集团共享的、前瞻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着
力将“小先生跑学”项目打造为“双新”背景下的育人新
载体。

“小先生跑学，从大美鼓楼出发”，是鼓楼教育全面开启
扩优提质的创新探索。如果我们能激活每所学校内生动
能，共同开发课程，共同跑学跑教，鼓楼教育一定会惠及更
多的学生、更多的家庭。试想，穿过千年长江文脉，触摸虎
踞龙盘石头城，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访问南京大学国家实
验室，是多么愉快的学习过程和成长体验。

期待“小先生跑学”不断发掘、整合、点亮鼓楼教育资
源，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孕育培养的沃土。

（作者系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局长、区委教育工委
书记）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①②③④⑤⑥
为力学小学教育集团开
展“小先生跑学”活动

新时期，基础教育如何扩优提质？近年来，江苏各地积极探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南京市鼓楼区力学小学教育集团集结 5所集团学校的力量，创新开展“小先生跑
学”项目，以此为发力点放大集团化办学优质资源，共同推动儿童的创造性成长。本报本期推出“小先生跑学”专题报道，介绍相关做法，以期为更多学校和教育者提供借鉴。

⑤⑤ ⑥⑥
“小先生跑学”是力学小学教育集团

儿童成长共享课程，目前集团已初步构
建“小先生跑学”体系，建有管理服务中
心、资源供给中心、课程研发中心及师资
研训中心 4大中心。作为课程研发中心
的一名指导老师，我在前期就深度参与
到课程开发设计中。其间，我感受到“小
先生跑学”不仅是儿童创造性成长的优
质课程，也是推动教师专业创造性发展
的重要平台。

“小先生跑学”不仅革新了学校的教
育教学方式，还提升了集团校的整体育人
品质。该项目顺应了当下教育改革的趋
势，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个
性化发展，强调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
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同
时，项目通过学生间的互动交流和知识共
享，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在整个集团范围内
流动和增值，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和优质均
衡发展。

“小先生跑学”鼓励学生“跑”向新学
校，与新学校的小伙伴交流、讨论并分享
自己的新发现、新思考、新研究；倡导学生

“跑”向世界，将自我、自然和社会相互关
联，将书本知识与生活世界相融合；以“跑
学”为支点，撬动学生学习、运用、创造等
多种能力的养成，真正做到“做中学、用中
学、创中学”。

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优质的教育，优
质教育离不开优秀的教师。“小先生跑学”
的开展对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

教师必须转变教学方式，从习以为
常的课堂知识传授变为和学生一起发现
问题、设计方案、调动资源、研究解决，从
而充分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培养学生自
主探究、合作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有效引导学生跑学，教师还必须具备
深厚的专业素养，掌握多样的教学策略，
以创设丰富的学习环境，规划动态的跑
学过程。

在“小先生跑学”项目实践中，我体会
到，教师需要围绕以下 3个方面行动。

成为“小先生跑学”课程设计者。“小
先生跑学”的核心教育理念是自主学习、
实践探索和互动分享。比如，我会结合班
级的“教室在窗外”“家长进课堂”“童年遇
见诗”等课程，以及自己的学科研究专长，
精心设计“小先生跑学”系列班级特色课
程，培养班级的优秀“跑学小先生”，力求
让每一次跑学融知识性、实践性、趣味性、
研究性为一体。

成为“小先生跑学”活动带头人。丰富
的活动是项目坚实的支撑。年级组、学科
组的教师们一起积极探索，基于学校“小先
生跑学”方案，共同设计丰富多彩的系列跑
学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研究实践中学习成
长。比如，在“小先生跑学”1+1大主题小项
目儿童研究综合实践课程中，教师团队就
从路线选择、研究规划、成果分享等环节展
开头脑风暴，合力探寻最适合学生的跑学
项目。通过学校、教师、学生和课程的深度
关联，师生实现了共同成长。

成为“小先生跑学”项目指导员。当
学生不知道跑学中“教什么”时，教师要
引导他们发现自身的闪光之处，让他们
感受到“原来我也是个小专家”；当学生
不知道跑学中“学什么”时，教师要鼓励
他们跟其他学校的小伙伴积极对话，结
伴研究，分享成果。在跑学过程中，学生
需要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去犯错、去反
思，在真切的学习体验中纠正、优化、更
新，从而获得成长。“小先生跑学”注重不
同学科知识间的有机结合，教师需要发
现学生潜能、提供学生动能、助力学生创
造可能。

“小先生跑学”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也
是学校、教师、学生共同的机遇。“积力之
所举，则无不胜也。”我相信，这份挑战一
定会创造新奇迹。

（作者系南京市力学小学教导处副
主任）

在“跑”中“学”，实现师生共长
■管晓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