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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6 刊
完美教室叙事

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班级文化建
设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方面，有积极、长远
的意义。

何为完美教室？我认为，它是一间由师
生共同书写的、能在有意义的生命场里让师
生共同感受生命成长快乐的教室。徐州市中
山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学楼有一面墙壁长满爬
山虎，它们生生不息，积极向上，已经陪伴学校
师生 20多年。在爬山虎下的一间教室里，有一
个中队，名叫“爬山虎”中队。结合学校省级品
格提升工程“中山小使者自立有责成长行动”
项目，学校将爬山虎精神与学生的精神品格培
养相对应，引导“爬山虎”中队形成独特的“向
上”幸福愿景。我以“让每一个儿童向阳而长、
身心充盈”为育人理念，打造融合环境文化、精
神文化、课程文化为一体的“完美教室”体系，
培养学生踏实向上、坚韧自信、自立有责的生
命品质，无论前路多么陡峭，引导学生永远坚
强、向上攀爬。

教室环境是教室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
“爬山虎”中队教室里，植物随处可见，四季常
青。孩子们不仅动手培育植物，让教室充满生
机和活力，还积极钻研栽培技术，争做“护花
使者”。

教室里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围绕“爬山
虎，向上向上再向上”主题，师生共同装点教室，
教室墙壁上既有班级文明公约，又有主题和学
科小报；既有爬山虎成长树，又有研学风采展；
既有学生捕捉到的爬山虎图片，又有记录观察、
养护花草过程的日记本；既有优秀书法、特色作
业展示，又有学生个人风采秀。每一面墙壁都
发挥着“向上”的作用。

爬山虎 20余年的陪伴，让师生都深刻体会
到它踏实向上、坚韧自信、自立有责的生命品
质。因此，为了学习这“三品”，师生一致认同将
这间教室命名为“爬山虎”。“小爬山虎”们共同
设计了具有生命活力、积极向上的班徽，它象征
着坚韧、自信、乐学、向上的良好班风和“向上，
向上，再向上”的班级精神。班歌《最美的光》优
美动听且有力量，浸润着孩子的心灵。在“爬山
虎”中队，学生们都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面对
快乐的校园生活。

课程即教室的生命。为充分发挥“爬山虎”
的育人作用，“爬山虎”中队汲取浸润儿童品格
的育人元素，精心开设“小小爬山虎，奋力向阳
长”班本课程体系（包括阅读课程、生命课程、
节日课程和阳光课程），引导学生与爬山虎共

成长，让优秀品格内化于心、外显
于行。

在“爬山虎”教室里，最浓郁
的味道是书香。“这么用力地向
上爬，大概，是想看看屋顶的风
景吧”，清晨，孩子们清脆的诵读
声唤醒教室的活力。午间，孩子
们在“月亮书吧”阅校刊，品校史
文化；阅绘本，悟生命历程；阅经
典，享文字之美。此外，教师通
过家访、组建家庭书房、开展家
长进课堂活动等方式，加强亲子
阅读，家校携手为孩子们的幸福
成长奠定基础。

阅读课程滋养孩子们的心田，
生命课程则助力其幸福前行。“我
与爬山虎共成长”课程中，孩子们
进行跨学科学习，探究爬山虎的
生长，感受其踏实努力、积极向上
的生命力。“我与爬山虎共遐想”
课程中，我们举办爬山虎童话故
事大会，引导孩子们大胆创新，丰
富他们的想象力。“我与爬山虎共
研学”课程中，我们走进名人馆、
博物馆等，在行走中学习。

我们以“爬山虎”教室为圆心，
“请进来，走出去”，既在校内探求
未知，又将双眸望向窗外，去看更
大的世界，聆听不同的声音。其中，
寻访大国重器活动课程给孩子们留下
深远影响。我们以“二十大看变化，小使者赞家
乡”课程为依托，带领孩子们走进家乡著名企业、
世界 500强徐工集团，零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
魅力。

班级里有几位家长都是制造大国重器的工
程师。学生小顾告诉我：“黄老师，我的妈妈不
是在加班就是在出差，她的工作太忙了。”家校
之旅中，小顾的妈妈面对老师的到访，比较激
动。她主动报名成为家校领航人，带领“大国重
器”智能制造团队走进教室，开启“智造第一
课”，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传递工匠精神的力
量，在场的学生及家长无不竖起大拇指，发出赞
叹之声。

在实地寻访中，小使者们参观了大型机械设
备起重机装备车间，领略徐工集团的世界第一
吊、神州第一挖、全球最大吨位旋转钻机……看
着这些先进的工程机械设备，孩子们的自豪之
感油然而生，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这次幸福且

难忘的主题课程。小顾说：“徐工的大器文化深
深震撼了我，原来我妈妈的工作这么重要，我要
向妈妈学习，以后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匠心致初心之旅，让幸福成长的声音掷地有
声、铿锵有力，这种力量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
奔向心之所向。

除此以外，课程体系中的节日课程陪伴学生
成长。活动中，每个“小爬山虎”都是主角，变得
更加自信，勇敢向上；阳光课程中，我们开展特
色运动会、班级拉练赛、家庭风采秀等活动，让
体育运动滋养孩子们健康成长。主题课程的实
施，丰富了学生学习体验，滋养其对生命“向上”
的感悟。

“爬山虎”中队是一个点亮生命的驿站，是值
得我们珍藏的一段记忆，见证独属于我和孩子
们的故事。在这间完美教室里，我们会发生更
多精彩故事，生长的力量仍将生发。我们将迈
着美妙、快乐、幸福的脚步走向春天。

在在““爬山虎爬山虎””教室教室，，看见生长的力量看见生长的力量
■江苏省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 黄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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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我迎来了一批一年级的“新孩
子”。面对一段崭新的旅程，我回忆起两年前
把儿子送进一年级的教室时内心的欣喜与忐
忑。因此，我想如妈妈般疼爱每个孩子。我的
儿子名为“弘毅”，怀着同样的期许，我也将这
个班级命名为“弘毅班”。

入学那天，我用温暖的拥抱开启和孩子们
的人生初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受这间教
室的安全和温馨。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这间
教室能够赋予孩子们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我有幸加入了新教育“与众不同的一年
级”儿童课程组，在这一年里和孩子们共
读共写共生活，共同编织生命的精彩。

黎明的歌唱——
新儿童课程之晨诵

“早安，亲爱的孩子们。”“早安，亲爱的袁
老师。”这充满仪式感的问候，是弘毅班的清晨
日常。从 2023年 9月 4日入学起，我和孩子们
共同经历了“经典童谣我最爱”“你问我答趣多
多”等 14个晨诵主题，品味 120余首童谣。我
们在诵读声中，拥抱新的一天，激发蓬勃的生
命力。

晨诵课程潜移默化地教育儿童向上向善。
9月刚入学时，我们以诵读童谣代替枯燥的说
教，开展《我想做个新孩子》主题晨诵，用一首
首童谣对孩子们进行入学教育，以儿歌言说纪
律、守时、节约……一年级的孩子总是丢三落
四，我们就读《半半歌》：“有个孩子叫半半，起
床已经八点半。鞋子穿一半，脸儿洗一半，早
饭吃一半，课本带一半，上学路上半半跑，光着
一只小脚板。”读着读着孩子们都笑了，我问：

“咱们班有多少个半半呀？”大家都直摇头，表
示“我可不是”。后来，每当班里有孩子忘带书
或铅笔，我都不批评他，反而笑着对他说“有个
孩子叫半半”，周围的孩子会乘兴接上“鞋子穿
一半，脸儿洗一半”，这个孩子也会害羞一笑。
晨诵童谣让刚刚相识的我们很快就拥有了共
同的语言密码，孩子们也在诵读中进行行为辨
别和自我教育。

晨诵课程与儿童当下的生命相融合。秋
天来了，我们进行“童声童韵话金秋”主题晨
诵，在秋天的儿歌中，追问秋风的颜色，品味瓜
果的香甜，也闻闻桂花和菊花的香气。周末我
提议让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寻找秋天，有些
孩子来到果园，挖红薯、摘辣椒、钩柿子，有些
孩子来到公园，捡拾形状各异的落叶，听听脚
踩落叶的沙沙声，用采撷来的落叶制作树叶
画、书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和秋天进行美

好的互动。晨诵课程与生活深度融合，使童谣
不只是纸页上静止的文字，还是跳跃在孩子们
心底的音符。

晨诵课程唤醒儿童诗意的创作与表达。去
年 12月 11日，我们正在进行“和雪花一起舞蹈”
的主题晨诵，恰逢一场大雪，我便发布了“下雪
节作品招募令”，惊喜地发现孩子们竟写下“汽
车变成白馒头”“房子盖上大棉被”这样的句子。
学生晴子的妈妈欣喜地和我分享女儿吃夜宵时
即兴创作的童谣：“龙虾香香，龙虾辣辣；宝贝想
吃，爸爸要抢；别急别急，放在桌上，妈妈到了，
妈妈先尝。”在晨诵课程的渲染下，孩子们找到
了表达自己的钥匙，心底的愿望、美好的想象都
能通过童谣具象地呈现，而创作与表达的背后，
是一个个生命的蜕变与成长。

指尖的智慧——
新儿童课程之听读绘说

阅读，是一粒生命的种子。孩子的阅读越
早开始，对智力的发展就越有益。在进行晨诵
课程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以特殊阅读为核心
的听读绘说课程，教师每月围绕一个主题开展
课程，师生每周共读一本经典绘本，孩子们完
成一次主题写绘。

入学报到当天，学生艺橦在校门口僵持了
半天才进来，面对我精心布置的教室和热情

的拥抱，有些抗拒地梗着脖子，神情紧张。崭
新的角色、生疏的环境、陌生的伙伴，当太多
的变化同时涌向孩子，教师该怎样帮助他
们呢？我以“我上一年级啦”为主题，带孩
子们共读故事。在《小阿力的大学校》
中，小阿力要去上学了，既感到兴奋，
又有点儿担忧。走进大学校后，小阿
力发现老师和蔼、同学友好，他也通
过分享小麻雀的故事获得大家的
认可。听了这个故事，孩子们都
不那么紧张了。之后，我请孩
子们画一画自己的大学校。艺

橦很快完成第一次写绘。她画了
一间教室，讲台上的老师，齐耳短

发，和我一模一样，孩子特意告诉
我，画上毫不起眼的小黑点是班门上

贴的班徽。
孩子们读绘本时，吵闹的教室会霎时

安静，几十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他们的写
绘作业也越来越丰富，由单幅线条的简单勾

勒，到四宫格、六宫格、十宫格的完整故事讲
述。对刚步入校园不久的一年级孩子们来说，
经典绘本写绘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年，我们共读了 10个主题、近 40本经
典绘本并完成相应主题写绘，我们和狐狸先生
一起嗜书如命，和苏菲一起逃去海边平静心
绪，和花婆婆一起完成 3个梦想……这些有趣、
耐人寻味的故事，擦亮孩子们的童年底色。这
种以儿童哲学为远方的思维力、以故事模型为
核心的阅读力、以写绘作品为主导的表现力，
开启孩子的成长密码，驱动他们的生命不断舒
展、成长、丰盈、茁壮。

共熬“石头汤”——
新儿童课程之家校共育

我一直致力于与学生家长“共熬一锅石头
汤”。为了赢得家长的认可，一年来，我们共发
出《好好说话，让爱流动》《多一把尺子量孩子》
等近 40封家校信。每周致家长一封“家书”，
不仅是为了回顾温馨的班级生活，更为了传递
育儿智慧。学生森瀚的妈妈把每封信都彩印
出来，和爸爸一起认真阅读，在这些信上标序
号，圈画重点批注和感想。

这一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与众不同
的一年，更是为生命奠定基础的一年。在弘毅
班的这间教室里，我深信，每个孩子都是一颗
含苞待放的花种，在爱的灌溉与儿童课程的滋
养下，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刻于世界舞台上精彩
盛开，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

与众不同的一年级与众不同的一年级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环南路第一小学 袁婷婷

“在《花婆婆》的故事里，晚年的花
婆婆到处撒播种子，被不理解的人称
为‘疯婆婆’，即便如此，她最终还是完
成了人生的第三件大事——让世界变
得更美好。受花婆婆的启发，请同学
们也做一件让世界变美好的事吧。”

话题提出后，是否要做、做什么事
的决定权就交给孩子们了。只有让他
们真切体会到“我的学习我做主”，他们
才能真正自己做决定，提升后续参与度
和探究效率。通过民主会议，孩子们最
终决定要“建一座花信风小花园”。

“做一件美好的事——建一座七
十二番花信风小花园”，是跨学科主题
式统整课程。与单科教学相比，它是
学科知识、真实生活、思维发展、情感
态度、学习方式等领域的整合。这一
段课程之旅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动
力，提升了他们的社交能力，引起他们
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也让他们认识到
生命的价值。

启程

跨学科融合课程必须遵守“三真”
原则——真实生活、真实任务、真实问
题。此次“童年的四季——二十四节
气跨学科融合”课程，我们设计了两个
真实的核心任务：一是“建一座七十二
番花信风小花园”，二是“建一座二十
四节气微型文化馆”。目前，我们已经
开始第一项任务。

第一个真实的驱动问题：什么是
花信风？

如果为每一个物候都找出一种花
来代表，这不就有了七十二番花信
风吗？

在这一问题的驱动下，我们又有
了一连串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记录七
十二番花信风？这些花信风的物候，
与当地花的开放时间一致吗？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行动的
节奏快了起来：上网查阅资料、共读
《七十二番花信风》、观察身边的物候
特点……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任务
取得了以下进展。

七十二番花信风的图片搜集整理
完毕。我们还将图片贴在教室外墙，
孩子们如同置身“花的海洋”，每天都
能交上“花朋友”。

每种花涉及的诗词、故事、花语等
搜集整理完毕。

72种花的习性及生长特点、管理
方法等搜集整理完毕。

通过看花图、读花诗、习花性，孩
子们已经比较熟悉这 72种花，接下来
我们就要思考新的驱动问题：怎么种？

于是，我们借赵师侠《清平乐·迎
春花一名金腰带》一词来帮助学生设
计种植。“纤秾娇小。也解争春早”，暗
喻全校学生虽然年纪尚小，却已懂得
好学上进；“东皇初到江城，殷勤先去
迎春”，可稍改为“东皇初到博雅”，暗
喻“借着‘春风’建校”，学校蓬勃生长；

“乞与黄金腰带，压持红紫纷纷”，喻指
学校办学成效好，桃李满天下。

那么，根据这样的思考，我们将“迎春花”种哪儿好
呢？校门口的桥头，既在东方，与迎春（春从东来）意合，
也直接迎接每天上学的孩子们，喻指每一个孩子都似“迎
春花”。于是，我们决定将种植位置确定在桥头两边。迎
春花或种在花盆里，花藤向下低垂，形成花帘；或种在桥
头的小花坛里，再栽上竹子做支撑，让花藤向上生长，形
成大门模样。

对花园整体的设计，孩子们也有了初步的构想：花园
分为4个区域，以春、夏、秋、冬命名。学校正大门的种植区
为“春季园”，南边的小学部或艺术中心周围区域为“夏季
园”，食堂架空层或者操场为“秋季园”，初中部和高中部中
间或高中部后面的区域为“冬季园”。还有如荷花、水仙、
茉莉、玉簪花等可以盆养的植物，可以根据需要摆放。

种植方案设计完毕，等春分一到，孩子们就正式开始
种植。种植的过程中，大家先除草、挖地、碎土，最后将种
子均匀地种下去。种植完成后，每个孩子还需独立完成
复盘任务单。

历时半个月，我们完成了整个过程。孩子们都很开
心，他们曾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这半个月，他们在语文课上探究诗词、故事、花语，
在数学课上计算种植面积，在地理课上学习环境、气候知
识，在生物课上了解土壤和花草的生长特点，在物理课上
探讨植物构造，在美术课上尝试做花卉版画……这次经
历让孩子们难以忘怀，他们在诗中写道：小花园种植，很
累，但心里很欢喜。因为我做了一件让校园更美丽的事。

历险

为了增强学生责任心，我们引导学生对小花园的成
长负责，请各小组制订自己的管理方案，并根据方案管理
小花园。此后，我们常常能在小花园里看见“小植物学
家”们的身影，他们认真调研、总结，找出小花园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解决。在他们的努力下，花朵长势喜人，在谷雨
那一天，小花园里绽放了第一朵格桑花。

我们静静等待小花园的盛放，然而，却发现一株大家
盼望着快快开花的百合被人拔掉扔在地上，已经枯萎了。
见状，孩子们立即开始写倡议书、设计警示牌，但还没等
倡议书和警示牌制作完成，花园就受到了更严重的摧
残——一大片花苗竟全部被拔掉了。

这一事件引起孩子们的很多感慨，他们在清晨诵读
“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阳光方向”；在课本上书写“不
是每一粒种下的种子都开花，不是每一个愿望都能顺利
实现”；在自己的诗中感怀“这是花忘不掉的童年，也是我
们忘不掉的童年”。

我们都说，“教育如果不能引发孩子的内在觉醒，所
有教育都没有意义”。这样的经历，正是触及孩子们灵
魂的。

在之后的管理和观察中，孩子们惊喜地发现凤仙花在
立夏就开了。而根据《七十二番花信风》的介绍，凤仙花是
立秋一候的花，怎么会提前整整一个季节？带着这个问
题，他们又围在生物老师身边请教、探讨了。

小花园的故事和小花园一样，就这样持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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