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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莱山区实验小
学构建了德育课程、学科课
程和活动课程为主的三大
课程，将课程进行合理整
合，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课
程体系。

构建多种教育方式

的德育课程体系

育人先育德，莱山区实验
小学构建了以“人格教育”为基
础，以“习惯养成”和“责任教
育”为核心内容的德育实践课
程。

养成教育课程——— 让德育
回归学生的生活，用生活来教
育，为生活而教育，让学生学会
生活。

在养成教育中，以学习习
惯、生活习惯、品行习惯为框
架，在小学段培养人生12个48条
好习惯，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
大力支持。坚持系统的心理健
康课程建设和活动开展，使心
理健康教育成为重要的学校文
化，在这一文化的浸润中，“使
儿童身心健康”和“培养阳光少
年”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基调。

责任教育课程——— 确立每
个人的责任，使校园里每个人
都承担着自我成长的责任，享
受成长的快乐，创造属于自己
成长的尊严。每个人都承担着
社会的责任，对家庭、对他人、
对团队、对祖国、对民族、对人
类的责任。这些责任的教育过
程，都从小事做起。让学生感受
到生活中的点滴情感，感受到
人格的魅力，从而使学生逐渐
走向民主与自由，自治与自律
的自我管理的状态中。

情感教育课程——— 爱学
生，尊重学生，给学生以性情的
陶冶和心灵的自由。

潜能教育课程——— 把学生
的创造力量激发出来，将生命
感、价值感唤醒和拓展出来。

渗透教育课程——— 将每一
个教师的言谈举止都看成教育
行为，营造自然而然的教育情
境，让学生于不知不觉中被感
染和感动，进而受到潜移默化
的教育。

自我教育课程——— 发现并
呵护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
幼苗，帮助学生自我成长。

“全课程”的理念，使得课
程表上仅有的几节德育课程，
实际上延伸在学校的每个角
落，教学时空得到了无限延展，
形成了立体的、全方位的、富有
实效的德育网络。

德育课程中莱山区实验小
学强调了德育思想由管理主义
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德育方法
由“重说教”到“重体验”的转
变，注重心灵的互动和知情意
行的过程体验，使一般的德育
行为升华为高水平的道德享
受，真正培养出学生的健康人
格。2013年度，由于成绩突出，莱
山区实验小学获得市教育授予
的“德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推进教学改革，提高学科课程质量

学科课程主要是指国家课程
和地方课程，对此，莱山实验小学
以课堂为主阵地，扎实推进课堂
教学改革，注重教学过程管理，
促进学科教学管理的精细化、规
范化，以提高学科教学的质量。

学校对备课管理的过程实行
“对话”+“现场”的模式。首先“对
话”备课，一是同学科教师在集体
备课过程中的对话研讨交流。实施
导学案教学，导学案的编写按照

“指定教师主备，形成初案；然后进
行集体研讨，形成共案；再由骨干
教师审核，形成导学案；最后由个
人修改，形成个性预案进行课堂展
示；再进行议课反思，形成精案”。
二是领导随堂听课后，直接与授课
教师的教案进行对话，看备课与上
课内容是不是一致，看备课组的
通课流程，看教师的自主设计，
同时领导针对上课内容与教师
直接对话，对课堂存在的问题进
行交流指导，并了解集体备课效
度，强化备课的实效性。

“现场”备课的方式是每学
期组织一次青年教师、薄弱教师
进行现场说课，骨干教师和备课
组长进行现场评价量化；组织一
次全体教师现场备课，教研组长
和业务副校长进行评价量化。教
师的集体备课不再流于形式，争
相质疑研究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强化了备课的实效性。

2008年莱山实验小学成为
“和谐高效思维对话型课堂”的
实验学校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2011年底莱山区实验小学的
教学经验在全省教学示范工作
会议上做典型交流。“两课时五
环节”课堂模式经验材料在《创
新教育》刊发以后于2012年获得
烟台市优秀成果三等奖。

学校还推行“三步”课堂问诊，
推进教学管理的实效性。领导干部

推门听课。重点针对青年教师和
薄弱教师推门听课，展现常态，
现场指导，促进教师快速成长。

教研组推行诊断课。学科组
针对教研主题确立研究内容，开
展研讨活动，听课前提出明确的
观课要求，并做好分工，使评议
课活动更为针对性真实性。

评课小组考核课程，质检小
组有计划的深入课堂，进行全方
位的课堂教学检测，评价结果直
接列入考核。

学校推行“三类”作业改革，提
高学生巩固应用知识能力。作业是
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有益补充，作业
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和能力的提高。莱山区实验小学的
教师改变以往机械作业的形式，本
着“优化学生作业结构，减轻学生
作业负担，落实单项训练，体现教
学生活化”的课程观设计作业。

巩固性作业，当堂质量反馈。
体现师生间的合作，巩固基础知识
和能力，主要是指重点课时后的
当堂检测，在教师集体备课的基
础上研定针对所学重点、难点设
定的当堂检测题目，用重点课时
授课结束后的5分钟，对学生当堂
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检测。

拓展性作业，综合应用测
评。体现知识的综合和延伸，培
养学生思维和能力，主要是要求
教师不再拘泥于课本知识，而是
让学生在作业中自我表现、自我
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对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实践性作业，探究能力考
查。体现知识的应用，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主要是要求教师布
置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调查、
访问、实践等活动，加强学生与
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主动在生活
中发现、体验并运用所学知识，
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丰富的活动课程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课程领导力是学校的核心
领导力，学生的全面发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学校课程。如何站在
学生的立场，理解、实施、开发、
评价学校课程，让学校课程适合
每个学生发展的需要将成为考
量一个学校是否有内涵的重要
尺度。莱山区实验小学在原来十
几种活动课程的基础上对活动

课程进行了重新的规划，目前共
有综合实践、艺术、科学、信息技
术、数学、英语、文学7大领域30

余种小类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
爱好选择课程，于每周五下午两
节课全校学生开设活动课程，让
课程真正走向学生，通过活动课
程开发学生的智慧、释放其潜
能、发展其个性。

一年级养成教育现场会。

活动课程之有趣的科学小实验。

语文组教师集体备课现场。

校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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