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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刘红霞　校长

主持人简介
刘红霞，中共党员，小学高级教师，全国基础教育先进个人，娄底冷水江市中连

乡中心小学校长，娄底教育学会会员、冷水江市教育学会理事、冷水江市第八届人

大代表。１９９６年被评为市教学能手，２００２年被评为娄底市跨世纪人才，２００４年被
评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２０１２年被评为全省先进个人，全省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库人
选，２０１３年被评为娄底市“十佳学习明星”，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３连续５年被评为市优秀党
员，２０１４年被遴选为湖南省未来教育家高端研修培养对象。有３０多篇论文在国家
省级杂志上发表或获奖，主持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小学经典诗文校

本课程开发与教学研究”，并获湖南省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湖南

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童心校园背景下小学生养成教育童话化行动研究”。她

建设的“我的世界大学城”多次荣获湖南省继续教育发展中心空间建设奖励，今

年，该云平台又被遴选为湖南省首批优质空间课堂建设资助对象，正引领学校教学团队与一个区域的发展。多年来，她

一直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用脑袋行走、脚板思考”，致力于文化治校，长期坚持撰写“校长手记”，目前“校长手记”已超

过３０余万字，以教育家的情怀潜心经营学校文化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成长。

主持人寄语
让孩子在童心的浸润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１８世纪就指出：“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
子。”这大概是人类史上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护佑儿童权利是教育的真正旨归，呵护童真、激发童趣、滋养童心是我

们的责任。

小学班本童话课程的开发 ①

杨丽琼
（冷水江市中连中心小学，湖南 冷水江４１７５００）

摘　要：在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下，班本课程是校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连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学校因地
制宜，探索开发班本童话课程，顺应儿童天性，营造童话文化特色氛围。对当前小学教育回归儿童天性、促使儿童全面发

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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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为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校本课程开发

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班为主体，补充、拓展、利用适合特定班级的课程资源。对于小学教育而言，尊重儿

童的天真、淳朴、活泼的生命自然状态，依归童心，创造一个充满爱，富有童趣、自由、和谐的教育情境，把

属于童年的幸福还给儿童，是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依据。“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年之前就像儿童的

样子。如果打乱了这种次序，我们就会造就出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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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丽琼（１９８２－），女，湖南省冷水江人，中学二级，主要从事基础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快腐烂。”［１］９２

１　班本课程开发的意义
在以班级授课为主要组织方式的教育体系中，班本课程的开发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体

现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素质”［２］６要求的一种最基本方式。

班级是整体教育系统中最小的一个子系统。班级课程涉及班级中的人、事、物即教师、儿童、家长和环境

等多种因子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生态链，并通过班级这个组织及班级活动在内发生的联系。

班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教师理解童心。在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知

识的选择者、组织者，活动的安排者。其效果需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成就得到体现，需要转化为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动力，更需要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学生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观念都

是通过理解儿童而发展。中连中心小学是农村小学，师资远不如城区小学齐全。它没有专业的音体美

教师，但是在这次课程开发中，每位老师都能恰当运用自己所长，并充分开发了自己的潜能。比如版面

的设计、插图的选用、相应的语言组织、活动的开展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无形中让教师拥有一

颗快乐的童心，回归童心。

班本课程开发有利于形成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一所学校在遵循共同教育理念前提下所形成的比

较稳定的风格，包括教学、课程、管理等多个方面，班本课程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内容。中连中心小学

地处被誉为“天下第一洞”“世界熔岩博物馆”的波月洞旁，这里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首拍地，是一个

充满童话色彩的乐土。学校特色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也有利于教师的发展。

童话，是最接近童心的文学形式。儿童想像力丰富、好奇心强，童话课程开发能够满足儿童心理发

展需要，也符合中连小学办学特色的具体要求。

２　班本童话课程开发的过程
２．１　课程开发管理

由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共同组成课程开发领导小组。中连中心小学由校长刘红霞任组

长，多次请教有关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专家、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等行家指导，如北师大梁玖教授，湖南继

续教育指导中心李再湘主任、湖南科技大学李炳煌教授、湖南师大汤素兰老师。成员有各学科组组长和

骨干教师，并在学生家长中选择部分文化程度较高、关心儿童教育的人士参与。

２．２　课程开发原则
趣味性原则。课程应从学生的心理特征、年龄特征、环境特征出发。做到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形式

新颖，环境感人，气氛和谐，促使学生感到有趣、乐于参加。

人性为本原则。童话课程内容的开发完全从儿童的经验、需求出发，整合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的要求，建构学科与生活、阅读与活动、课内与课外一体的系统体系。如在六年

级的《成长》中，在每一篇童话故事的末尾，该册的编委成员又用心地利用童话，将思想品德教育、文化

科学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等目标融入其中，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培养孩子们的表演、创新能力等。以童话

滋养童心，增进童趣，激发童真，使素质教育更具儿童性、人文性、独特性。

活动化原则。让儿童在活动中学习，学、做结合。不仅有班级的活动，更包括家长参与的亲子活动。

五年级教材中有一个《谁是强盗》的故事，虎王通过指纹破了案子。于是编者在末尾写道：心灵手巧的

小星星们，请和爸爸妈妈一起合作，模仿虎王的指纹识别法，做一次科学实验，看看自己和爸爸妈妈的指

纹相同吗？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２．３　课程开发程序
学校先制定总方案，各班确立自己的主题。在班本课程开发之前，要进行前期论证，问卷调查，论证

实施可行性。如一年级《童话小天使》里淘气的小鼠皮皮、善良的小马灰灰等让刚走进小学校园的孩子

们做童话小天使，快乐幸福。二年级《童年童话》，这很适合这个充满童年乐趣的班级，孩子们天真活泼

可爱。三年级《我们的世界》，有着主编的影子，更有着孩子的特色。他们的世界里有自然万花筒、智慧

八宝粥、多彩动物园、勇气大比拼、诗味糖葫芦、快乐过山车、爱心旅行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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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题目，学生选择。根据课程原则确定主题、范围后，首先由教师根据自己对课程与童心的理解

选择具体的童话故事。实践告诉我们，教师感兴趣的题目不一定学生也喜欢。于是，我们选择更多的童

话文本让学生自己选择。学生参与班本课程内容的选择，由教师和学生协商确定阅读内容，既有利于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为课程接近童心积累了宝贵经验。

撰写《课程纲要》。在课程内容确定后，最重要的是实施课程内容。《课程纲要》即是对课堂教学的

大致安排，主要内容涉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或活动安排、课程评价等等。

班本课程效果评价。对课程开发者的评价主要是看学生选择童话故事的人数和参加的总人次数、

学生在童话课程结束后在哪些方面得到发展；评价方式是领导与同行教师听课评价、问卷调查结果。对

学生的评价主要是看学生的阅读量、学习中的具体表现；评价方式以形成性评价为主，辅以结果性评价。

３　班本童话课程开发的经验
制定童话教育课程计划。接受专家指导并充分挖掘本校教师资源，制定各年级童话教育目标，确立

教学内容。《擦亮星星》从一至六年级各阶段孩子的特点，成长的需要，让他们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健康，

从思想到行为，良好习惯的养成、品德的熏陶、诚信的培养、感恩的教育等等，一步步陪伴孩子成长。

抓好童话师资队伍。为保证童话教育质量，学校需努力抓童话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将童话教育列入

每位教师继续教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利用每周二的课改日时间，通过读、学、压、推等途径，促进教师童

话教学水平的提高。在一次又一次的童话研讨课、公开课中，童话师资队伍逐渐强大。

探索童话教育教学模式。成长决定孩子的一生。成功者之所思，是如何取得成功［３］２１２。所以我们

都紧紧围绕课题中心，即养成教育童话化。童话班本课程不同于语文课，也不同于思想品德课。每册书

都分为８个章节，在每个章节前，有着与本章节内容息息相关的殷切的章节寄语，并设计有相应的主题
图。每章的４个童话故事又有着其相应的小主题，如感恩、团结、勇敢、忠诚、友爱、奉献、宽容等等。而
每个童话故事的末尾，有老师点拨性的、或引导性的、或发散性的小小问题，对孩子有提升作用。更有趣

的是后面的活动，让孩子们从文本中走出，走进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各章节末尾编有《成长小手杖》，让

孩子们学有所获。在《作家故事汇》里，有古今中外著名的儿童文学创作家，里头是作家简介和作品展

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想要孩子们走得更远、更精彩。

因为童话班本课程研究的独特性，学校加入了江浙沪儿童文学联盟，参与每期一届的联盟活动，取

长补短，调整与思索着童话教育教学模式。而童话校本课程实施的关键在于摸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

模式。于是，学校教师本着童话教育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喜爱为中心的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实践。

保证童话教学课时。中连中心小学规定，全校一至六年级统一开设童话班本课程，每周２课时。一
节是从语文课中安排，另一节则从学校的校本课程课时中安排，使童话班课程纳入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计

划，保障了学习所需要的时间。

活动助推，课程更生动。结合班本课程举办童话节，每月一个主题活动。比如：３月，听个童话赞一
赞，“芝麻开门故事节”；四月，读个童话品一品，“笨狼进城”读书节；５月，说个童话乐一乐，“天天进步”
成长节；６月，跳个童话秀一秀，“孔雀开屏”艺术节；９月，画个童话赏一赏，“神笔马良”美术节；１０月，
唱个童话颂一颂，“小百灵”音乐节；１１月，写个童话夸一夸，“小星星”创作节；１２月，演个童话美一美，
“新龟兔赛跑”体育节。活动的开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挖掘孩子的潜能，培养孩子的能力，让每一个

孩子都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孩子们“玩”出了乐趣，更玩出了“名堂”，秀了才艺，长了智慧，还能给孩

子们留下人性的温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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