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９
Ｓｅｐ．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２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 ①

张跃民
（冷水江市第五中学，湖南 冷水江４１７５００）

摘　要：校本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学校蕴含丰富的课程资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合

理开发，有效利用，不断调整，学校将会因特色突出而日臻完善，有利于促进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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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校本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要求，结

合学校教育资源办学特色等要求开发的，满足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具体要求而设置的课程［１］。然而，对

于一所义务教育的农村学校来说，到哪去寻找课程资源？怎样落实校本课程？如何在有效利用当地资

源的同时，既让教师在真切的教学实践中找到职业的尊严，又结合学生的真实需要，并以兴趣引导其有

的放矢的探索？正在一筹莫展时，想起一则“教学生画苹果”的教学案例：我们的教师在教学生画苹果

时，普遍是先拿出一张示范画，对照示范画跟学生讲解画苹果的注意事项、先后顺序等，然后拿着粉笔在

黑板上边讲解边示范，请学生仔细看、认真听，理解后再模仿示范自己画苹果，不少学生第一次就能画出

漂亮的苹果。而教育观念与我国不同的美国教师，则是给学生每人发一个真实的苹果，任由学生处置：

有的学生拿着苹果翻来覆去地看，有的学生饶有兴趣的摸着苹果，有的学生将苹果凑近鼻子闻着，有的

学生拿起苹果就吃起来……接着，老师鼓励学生画苹果。刚开始，大多数学生画得都不像，但通过不断

的练习，画得越来越像，越来越好。显而易见，我们的教师较为程序化，教学生画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学生只知道循规蹈矩，缺乏想象力，因而画出来的画没有特色。而美国教师则注重

创设让学生亲历亲为的情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大胆想象，并展示各自独特的参与成果。

一所学校要办出特色，需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需要学校的领导与老师们共同努力，齐心打造出独

特的校本课程。从上面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比我们的教师要浓厚许多，这说

明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受经济条件限制，不能在上课时给学生人手一个苹果，但我们可以和学

生一起种上几颗黄瓜苗，一起看着破土而出的小苗慢慢生长、开花，一起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并将这一

切记录在学生的日记里，或是画画本上。只要我们多动脑，勤动手，就可以赋予身边的大地、小草以教育

价值，可以运用身边普通常见的资源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自己动手，主动参与，积极思

考［２］。我校教学楼后就闲置着一块５０００平方米的荒地，开垦出来作为学生的劳动实践基地，不失为很
好的课程资源。

２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的开发
２．１　开垦农场

从２０１０年春季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双休日，我校全体行政人员，部分教师和学生志愿者走进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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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荒地，除草、挖土，一期下来，一个小农场初具规模，取名“开心农场”。２０１１年争取多方资金，合理规
划，精心打造，各班级分块管理，小农场象模象样。

２．２　编写教材
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学校成立了教材编写小组，确定教材内容为本地常见的各种蔬菜的种植。

明确了编写教材要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适用性强，编写人员查找资料，采访农户，多次讨

论，修订，不断完善，利用２０１０年暑假完成了校本教材“开心农场”。这本教材特点：简洁、通俗、适用。
比如第四章第一节，蕃茄，内容包括基本特性、栽培日历、培种育苗、定植、栽培管理（介质日照、水分、肥

料、支架、整枝）经验积累、养生点滴和文化链接等各个方面。

２．３　培训师资
教师是校本课程实施中的关键环节，课程只有通过教师才能走向学生。“开心农场”校本教材教学

任务落在班主任肩上，大部分班主任是青年教师，就农业生产和劳动技术而言，他们是门外汉，为此，我

们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对他们进行了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培训。理论知识培训老师

是伍清满、杨新贤老师，他俩都有农村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也是校本教材的主编者。实践经验的传授是

３位学生家长，他们亲临开心农场教会老师松土、栽培、锄草、施肥、治虫等技术。老师们认真学习，反复
实践，既能胜任“开心农场”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又引导大家品出了校本课程的家乡味［３］。

２．４　课程设置
全校３～９年级学生每周各班安排１节“开心农场”校本课程，单周在教室里学理论知识，双周在农

场里开展劳动实践，任课教师根据需要也可自主调节。各班上课时间尽可能错开，任课教师要提前认真

做好准备，并写好教案。上课时间，严格管理，严格考勤，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保证校本课程的质量。

２．５　课程管理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由学校有序管理。在管理过程中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教务处主要是负责校

本课程的日常管理，定期检查教师教案，上课情况，做好记录，随时与上课老师交换意见。要求教务处常

规管理方法讲究科学，工作要细致入微，确保校本课程正常运作。教研室主要负责校本课程的科研工

作，对于校本课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在校本课程中形成的经验

及时进行总结、推广，以科研保证校本课程的质量。政教处则要做好校本课程实施中学生的管理工作，

及时对学生上课期间出现的思想品德问题，安全问题作出处理。总务处主要做校本课程的后勤保障工

作，为校本课程能够顺利、有序地开展提供服务，在上课各种设施的配备上做到及时、到位。

２．６　课程评价
为了保证校本课程开发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张扬学生个性，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主要从３个方

面，对校本课程评价。１）对课程评价。每学期结束时，学校要召开任课教师会议，听取任课教师对课程
建议或意见，及时修正不足，同时，对实施年级进行问卷调查，关注学生喜好程度，或听取学生家长、社会

人士的建议或意见。２）对学生评价。主要是过程性评价，让学生自己收集学习过程中反映自己成长的
资料，如写的日记、获奖征文、摄影、剪纸等作品。辅之以终结性评价，评价的形式因教学内容的不同体

现多样性。３）对教师评价。老师自我反思性评价和教学督察评价相结合。

３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的实践
３．１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有利于学生品德养成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是一种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它有整合资源的功能。通过“开心农场”校本课程

的学习与实践，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劳动之中，既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又能在劳动中培养学生

优良品质［４］。如正确的劳动观念，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艰苦朴素，团队合作精神，集体

荣誉感；培养了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了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所有这些是思想品德课中

单纯地说教难以体会到的。

３．２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有利于教学生活化
学生在调查各种常见蔬菜的生长和收获时节，了解蔬菜的施肥、防虫、除虫的方法，同学间交流，问

老师，走访农户，无意间提高了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改变了过去不敢问、不知怎么向他人开口的局面。

学生平时写作文，总觉得无话可写，要么乱编，要么杂志上抄，要么网上下载。有了农场实践活动，给他

５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们带来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写观察日记，写壮观的劳动场面，写劳动场景中的劳动能手，写种植蔬菜的收

获体会，写丰收的喜悦……可记事，可写人，可想象，可编写蔬菜童话，下面我们分享一下２名学生的作
文片断：

《校园风景线》：春天，是个播种的季节。看哪！同学们都忙起来了，拿着锄头、提着肥料，捧着种

子，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农场，有的在挖土，有的在施底肥，有的在洒种子。一阵清爽的微风吹过来，轻轻

地拂去同学们脸上那豆大的汗珠。在我们心里，这个汗水不是咸的，而是甜的。为什么呢？因为劳动最

快乐，也最光荣。夏天，菜苗都长大了，一片片浓密的绿叶丛，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亮眼，它们似披上了

绿衣，在轻风中尽情地摇曳，让你不禁感叹：一派多么生机勃勃的景象啊！（１１９班曹刘）
《农场风韵》：农场犹如一幅巨大的油画，或浓或淡，或实或虚，而它的风韵就在这画中沉淀，散发出

馥郁的醇香。（１２０班段惠颖）
３．３　“开心农场”校本课程有利于营造教研氛围

研究课题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经验同时又为课题的形成提供一定的、确定

的依据［５］。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的基础上，我校进行了“小农场，大课堂构建与研究”的课题研究，

从２０１２年３月开始，到２０１３年６月结题，获得了冷水江市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通过课题研究，激发
了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提升了教师教研能力，促进了他们的专业成长。如“审美情趣

大课堂”的研究，研究人员是我校王建东、肖丹、张弦、毛光辉４位美术教师，也是“开心农场”校本课题
教学的承担者，他们把校本课程与课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１年多的研究，经历了５个阶段：输入各种
美的信息，进入审美状态，升华为审美意识，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形成完善人格，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了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通过对同一植物在一天中的早、中、晚的写生，以及太阳光不同照射

情况下的写生，共同探讨了植物的形态变化和色彩变化。观察生活，感受生活中的美，抓住美的瞬间；通

过摄影来拍摄蔬菜生长过程、气候变化后的特征，研究了从美术角度如何摄影取景，把农场里瓜果蔬菜

的生长过程转化为美的视觉图像；怎样用折纸与剪纸的方式来模仿了解什物蔬菜的生长过程才具体、生

动；以“蔬菜大会”为主题来设计蔬菜动漫形象，拓展了学生想象力；瓜果丰收的季节让学生们用五颜六

色的橡皮泥制作茄子、南瓜、西红柿、红白萝卜等各种图案，贴切生活，兴趣盈然；开展“美丽的菜叶”制

作、“叶脉书签”等活动，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探究精神，懂得如何去创造美。审美情趣组成员围绕“开心

农场”开展各种美术艺术欣赏课，对学生审美能力进行内化与升华，在欣赏中使学生在形象、感受、理解

之中来回碰撞，从中升华出各种能力，从而培养和发展了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形象能力，最终达成对学生

自身审美情趣的升华提高。

此外，我校还开设了“烹饪”“快乐厨房”“竖笛”“葫芦丝”“合唱”“舞蹈”“从他律到自律”等多种校

本课程。虽然，我们的校本课程还不成熟，但我们始终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我们的课程将会因

不断调整而趋完善，更好地促进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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