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于2007年创建了少年书画院，并与北京
徐悲鸿纪念馆、江南大学艺术学院协作，分别挂牌

“无锡市徐悲鸿学校”和“江南大学实验协作基
地”。学校通过参加各级各类书画艺术比赛和组
织各类艺术书画活动、编印书画作品专辑等为学
生搭建展示作品、展示自我、展示成长的舞台。

根据学校内涵发展规划和少年书画院特色课
程开发建设实际，依据课程标准、学生需要和学校
基地及周边资源，学校编写了《少年书画院课程实
施纲要》，明确了各年段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任
务，选取了蔬果、花卉、动物等内容作为主题版块，
编写了少年书画院水墨画校本教材《藕塘雅韵》。
学校还结合当地的社会环境，发掘其中蕴含着的丰
富资源，为校本课程的实施提供各种有效的途径，
让美术课走出课堂，为学生提供美术活动的场所。

在特色课程实施中，学校坚持普及和提高两
手抓。在普及层面上，以美术课为主阵地，以书画

院校本教材为依托，结合区“有一项艺术特长”质
量标准，把人人有一项艺术特长作为要求。在提
高的层面，组建学生书画社团，由外聘书画老师对
学员进行提高培训，挖掘了一批优秀的有艺术特
长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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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市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朱敏芳工程师及

十余位学会老师来到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为高一学

生带去“千言万语话‘地图’”校本课程中3个模块的教

学并进行操作指导。去年5月，青山高中的“融和共

生”政史地课程基地通过江苏省教育厅审批，正式立

项。今年9月，课程正式向学校高一年级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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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学校课程基地“一路山水”系列课程（“路”
课程、“山”课程、“水”课程）的开设，青山高级中学
进行了“三园”建设。在学校沿路的墙壁上，画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志性建筑，这里也成为了
政治学科室外活动场所“路园”。“稍后在每部分墙
画旁，我们会贴上二维码，利用电子设备扫码就可
以链接到相关知识点，利用网络支持课程。”教科室
副主任黄邵震介绍说。历史学科对应的“河园”是
大运河微缩景观，地理学科所对应的“山园”会引进
大型模型和测绘设备，整个室外活动场所约于11
月底竣工，相关课程的室外教学也将在其中展开。

“我校有本地学生、新市民子女、来自全疆各地
州学生以及通过对口援建项目入学的克州地区学
生，这其中就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学校周围有惠泉
山、大运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基于这样的实际情
况，我们提出了建设‘融和共生’政史地课程基地的
设想。”邓茂强说。课程是基地建设的关键，为了打
造高质量的基地课程，学校采用面向全校老师“招
标”与“聘请”领域内专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基地课
程的开发、开设。 （杨涵/文 学校供图）

青山高中学校本课程融和政史地

地理测绘工程师成学生老师

“我们开设的10门融合校本课都经过‘双选’，
不光是学生选择课程，老师也会对他们进行面试。”
学校办公室主任邓茂强说。在他所开设的“和亲史
话”课程面试中，学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朝代、
和亲相关诗词以及和亲与民族团结的关系。“学生首
先需要对历史感兴趣，其次有一定的政治历史功底，
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课程学习。”邓茂强以昭君出塞
为例阐释了课堂融和之处：“和亲与民族团结有关，这
是政治方面的知识。昭君出塞的过程中途经何地，遇
到哪些气候、地形上的障碍，这就与地理知识挂钩。”

“深度认识世界——地理现象的本质”这一课程

由物理老师葛腾霄教授。“身边的地理老师发现许多
地理现象中有物理原理，但因课堂时间有限无法详
细阐述，所以我就将学生感兴趣的地理知识点整理
出来，从物理角度为他们分析原因。”课程规划从暑
假开始，教案、课件等内容都需要葛腾霄从零开始准
备，直到现在他还在对课件进行修改完善。据葛腾
霄介绍，在“地球年龄多少年”学习中，同位素测定是
物理学知识，寻找石头样本是地理知识，追溯到古人如
何测定地球年龄则涉及历史知识。“学生的学习面广
了，这就需要老师有更大的知识储备量，这是一个双向
促进的过程。”

户外地理课绘校园地图

“千言万语话‘地图’”课程以地理学科地图为载
体，“项目式学习”为主要学习形式，分为地图与国家
意识、地图与学科、地图与生活、地图与测绘、地图制
作等五个板块的学习内容。“课程的开设受到了锡惠
公园测绘园的启发。与市测绘地图信息学会联系
后，他们十分支持，与我们商讨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
行教学。”副校长荣杰说，上半年，市测绘地图信息学
会还为学校送来一部经纬仪，这是学校课程基地建
设的第一套仪器。

朱敏芳在学生和老师眼中颇有老工程师的风
范。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被学生围住，手把手教学测量

仪器的使用。近期结束的室内课程上，朱敏芳讲授了
测绘基础知识以及仪器的使用方法，并依据学校的卫
星遥感图，选好了测量点位。“因为课时有限，朱工提前
2小时到校，先把比较重要的点位测量结束，画好了相
关的图。学生现在只需测量朱工留下的几个点位，这
样他们有更多时间用在测量实操的学习上。”荣杰说。

孙宇航原本就对地理很感兴趣，在学校的“课程
超市”上看到这门课时，他便十分心动。“当时地图两
个字加了引号，我就觉得会很有趣。以前地理课只
在室内上，现在能走进大自然接触现代化设备，动手
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

场馆建设“河、路、山”三园将竣工

一对一面试 教师备课多想法

少年军校：打造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流

学校少年军校创办于1995年，建有藏品丰富的
少年军校陈列馆、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军事拓展基
地、基于VR的国防教育趣学空间，编写了《少年军校
控制程序》，创办了《小军人报》，开发了36个主题活
动方案。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2019年9月，《军品
润德：少年军校特色课程建设》被评为“无锡市小学
特色文化建设工程项目”。

学校借助少年军校陈列馆、军事拓展园、国防趣
学室等主题文化活动区展示少年军校的发展历程，
开发与长征历史故事相整合的模拟项目，校外依托
驻锡73037部队、阳山烈士陵园、锡流纪念馆等实践
基地，通过远足参观、实践体验、访问研究等活动，让
学生在体验、探究中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
并通过规范导行课程、活动育品课程和实践润心课
程努力培养和提升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学生
道德品质的形成。

以“军品润德”为主题，学校统筹安排重组教材
内容，依据学生年龄特点，融合学科资源，基于学科，
超越学科，以建设不同年级、不同学段纵向勾联和不
同学科的横向融通的课程体系为重点，以整合的思
路有计划有目的实施教学，力求使学生获得关于现
实世界的直接经验和真切体验，实现学科课程不能
达到的教育效果。

学校校本特色课程的开发和完善，增加了课程
的多样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满足不同潜质学生发
展的需要，使核心素养在校本化实施中落地生
根。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 李华）

依托特色课程 落实核心素养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根据自身文化特质在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以“立足

儿童 成全成长”为内涵发展主题词，形成了“一校两院”校本特色课程。它们既是课程建

设的平台，又是学校特色发展的抓手，更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基地。

十六年来，学校建设“少年农学院实践基地”
物型场域，进行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校本课程
特色化建设，建构适切儿童的劳动教育课程链。
实践中，学校以“普及+提高”为基本实施模式，有
序列、有层次、个性化地实施课程，极大地丰富了
学生的直接经验，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提高了
学生劳动情感的认同度。

学校基于少年农学院“小荷微农场、小小农展
馆、小荷美食工坊、小小组培室、无公害检测屋、小

荷感知园”六个主题场馆，制定了《少年农学院课
程标准》，确定了“花、菜、桃、物”四个研究主题，开
发了《我们的乐园——少年农学院》校本教材，荣
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二等
奖、“首届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特等
奖。此外，学校还依据课程标准、基地条件、时令
特点和学生实际编写各年级《课程实施纲要》，进
一步细化各年级每学期的学习目标、内容实施和
评价任务。

少年农学院：建构劳动教育课程链

少年书画院：架构艺术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