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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 童趣 童心 ①

———中连中心小学童心校园文化建设与实践

刘红霞
（冷水江市中连中心小学，湖南 冷水江４１７５００）

摘　要：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教育思想之魂、品牌创建和特色之魂。童心环境、童心教师、童心课堂、童心学生是童
心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童心校园文化建设顺应儿童的天性，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打造童话校园，让孩子们生动活泼、

健康快乐地生活、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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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长期积淀的文化蕴涵，是一所
学校的“气质”和“性格”，对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有着深

远的意义。冷水江市中连中心小学地处《西游记》首拍地

波月洞旁。学校利用独有的地域文化资源，以童话教育

为载体，建设童心校园。“夫童心者，真心也。”
①

①儿童喜欢

童话，喜欢童话的生动活泼，快乐有趣。童话教育，旨在

顺应儿童的天性，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打造童话校园，

让孩子生动活泼、健康快乐地生活、学习、成长。

１　童心校园文化建设主题的确立
根据小学教育的特点，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载体，将

儿童思维、语言以及行为习惯等养成教育目标融入其中，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使儿童养成教育更具生命性、

情趣性和独特性，是我们开展儿童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然而，儿童教育的现实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是童真丢失。

到处钢筋水泥的城市本来就让孩子想象力变得苍白，再

加上大多独生子女缺乏儿童间的交流，孩子逐渐失去童

年的纯真。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信息来自于影视与媒体

网络。而影视与媒体网络的信息又大都成人化，他们越

来越早地出现成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二是童趣消

减。在学校，因为考虑安全、应试等诸多因素，孩子们想

在宽松的时间与空间“玩”出点趣事，几乎成了奢望。课

余，由于留守儿童等诸多因素，很多孩子只能独自玩耍，

有条件的则被要求进各种补习班、培训班。三是童心成

人化。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更多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忽视孩子的心灵的成长［１］６。因此，我们确立童心校园文

化建设主题，在于更好地呵护童真、激发童趣、滋养童心。

２　童心校园文化解读
２．１　核心理念

用童心培育“完整的儿童”。儿童就是儿童，不是缩

小的成人。我们的教育只有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生理

特点、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才能尊重儿童，了解儿童。

“完整的儿童”就是“完整的人”。儿童是自己身体的主

人，是自己心理的主人，是自己情绪的主人，是自己行为

的主人，是自己精神的主人。“完整的儿童”是一个和谐

发展的人。这里不仅包括儿童身体、心理、社会适应方面

的发展，而且包括情感、认知、道德、能力的整合性发展。

２．２　核心价值观
率真、关爱、求索。率真即教师尊重儿童天真、纯朴

的自然生命状态，与儿童融为一体，崇尚师生愉悦和谐的

教学生命状态，探寻“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境界。关爱

即以“博爱”的情怀呵护每一个儿童个体生命的成长，通

过关注、尊重、信任、肯定等行为，建立愉悦和谐的教学生

活状态。求索即以“追求真教育”为己任，营造尊重个性、

融入童心的教学氛围，弘扬“童心绽放、个性飞扬”的童心

校园文化氛围。

２．３　童心校园文化图谱
童心校园文化可以概括为“三风”“五观”“六路”“八

支柱”（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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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童心校园文化图谱
童心校园文化建设之“三风”即校风（崇真、乐善、好

美、求新）、教风（融入童心、教学相长）、学风（乐学、勤思、

践行、迁移）。童心校园文化建设之“五观”即儿童观（儿童

就是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教师观（集真、善、美为一体

的反思实践者）、教育观（人人都有闪光点）、人生观（止于

善，善即美）、课程观（满足儿童成长需求，享受成长）。童

心校园文化建设之“六路”即练一个身心俱佳的好身体、说

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写一手规范漂亮的好书法、养一

种形影不离的习惯、交一个终身相伴的书中友、学一门得

心应手的好技艺。童心校园文化建设之“八支柱”即基于

童心校园背景下的环境文化、管理文化、团队文化、班级文

化、课堂文化、活动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

３　童心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探索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教育思想之魂、品牌创建和特

色之魂。童心环境、童心教师、童心课堂、童心学生是童

心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

３．１　童心环境
小学阶段是儿童身心发展最快的阶段，儿童身心的

快速变化要求小学环境及校园空间也要多层次变化［２］，

使儿童成长在童心环境之中。一是校园整体外观设计以

蓝色、黄色为主色调。学校把小星星作为学校的物化形

象，即校园形象大使。寓意太阳城里流光溢彩、星光闪

烁，每一个儿童就是一颗闪亮的星星；校徽确定为小星星

造型，呈现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象征着崇尚真善美的学

校精神。二是学校大门内设计为一幅概括学校文化的对

联和两面富有童真童趣的涂鸦墙。三是将学校建筑命名

为雁心楼、星心楼、童心楼。四是围绕童心环境，设计“星

光大道”（美德榜样人物或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人物）、“星

语心愿”（彰显童心的品行教育的提示语）、“新星书架”、

“童星花园”（如礼仪之星、劳动之星、运动之星、绘画之

星、音乐之星等）、“历史大穿越”（历朝历代文字标注）、

“星星点灯”、“小星星画廊”、“世界童话园”等。

３．２　童心教师
童心教师要有诗人的敏感和孩童的视角。高超的教

学艺术不仅仅在于教师才情的展示，更在于对孩子们的

生命个性的呵护与培育，以最简单的线条拉动最丰富的

语言材料，用儿童的视角解读它，让孩子在学习的同时，

丰富内心体验和心灵世界［３］。教师成为童心文化的主导

者：一是开展校长与教师心灵对话，激发教师精神追求。

校长手记与教师的科研札记是校长与教师相互交流的载

体，我手写我心，札记如人，校长每每看到有生命特征的

东西，就会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教师一发现有触动生

命的东西，也都用文字记下来。二是为教师成长搭建平

台。通过校长带头、专家引领、自我反思等方式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并评选“雁心班主任”“童心教师”。三是围绕

校园文化主题建设，开展“基于童心校园背景下小学生养

成教育童话化行动研究”，激发教师教育智慧。

３．３　童心课堂
课堂是落实“童心”理念的主阵地。我们常说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学校里最根本的“实际”就是儿

童。儿童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中心，学校的各项改革最

终都落在儿童的身上，在学校“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

从儿童实际出发。不了解儿童实际、脱离儿童实际进行教

学是形成困难儿童直接的原因［４］。课堂教学应彰显童心

文化。教育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

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打乱了这种次序，我们就会造出一些

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会很快腐

烂。”实践中，我们确定了“童心课堂”的核心：生命化、生活

化、活动化。课堂生命化即课堂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在

对话中唤醒灵智、激励生命的潜能，使童心得以生成和发

展。课堂生活化即将孩子自然、自发的个性与已有的学习

经验引入课堂，文本内涵与学生的感悟经验结合，在碰撞

中融合并满足孩子生命成长的需求。课堂活动化即顺应

儿童亲近大自然、好奇、好动等生命特征，构建以多维互动

与动态生成为特征的课堂活动，关注孩子知识、情感、能

力、智慧的形成，使课堂成为真正的“儿童乐园”。

３．４　童心儿童
培养童心儿童是童心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诚

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

何爱护儿童。”［５］３８培养童心儿童，并不是要让儿童变得

“幼稚”，而是以一种孩子似的快乐和发现去表达一种最

简单的快乐和好奇心［６］。教师通过关爱与呵护、善意与

宽容、尊重与成全、倾听点化与润泽，因势利导，关注儿童

的兴趣与需要，培养学生自主、自为、自在、自悟、自得，让

学生敞开心扉、袒露情怀、倾吐心声、表露真情、展露本

真。尤其是营造愉快和谐的群体生活和积极向上的氛

围，着力让学生成为活动的主体、学习的主人，给予学生

更多的自由，让学生的童心智慧得到发展。回归童心，教

育定会迎来春色满园［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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