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一门古老的技艺，承载并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风筝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风筝及传统风筝的结构特色，了解中国

传统风筝的起源、历史及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地域及特色。

大文学家曹雪芹为中国风筝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大附中

西山学校专门开设了“曹雪芹风筝”课程，在教师吴同泰的带领下，学生不仅学习了

风筝制作的工艺，还通过这门艺术，领悟到了做人的道理。

傅宁/文 张妍/摄

透过风筝看人生晒晒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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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初感知

明对联

逛名城

学对联

走天下

亲对联

专题

对联基础

历史名城

境脉实践

主要内容及要求

了解对联的起源和种类，认

识对联的特点，交流生活中

自己有印象的对联。

“走进”135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了解人文景观、名胜古

迹、历史名人、风俗民情、世

界非遗等；学习当地名联，交

流对联逸事；记诵《声律启

蒙》，自习《笠翁对韵》。

以天地为课堂，在真实的场

景中，通过游玩与调查，收

集、整理、合影、吟诵各地名

联，以此增加积累；利用学

校、社区各个场馆创编对

联，争取制作成楹联张挂。

课时

3

109

16+机动（周末+节

假日+寒暑假）

表1 课程内容

考 虑 到 对 联 常 识 是 进 行 对

联实践的基础，故在“走进”国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之 前 安 排 对 联 基

础 单 元 ，然 后 再 安 排 随“ 城 ”学

“联”的课程内容。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目前有 135 座国家历

史 文 化 名 城 ，本 课 程 以 此 为 节

点，之后名城逐渐增加，课程内

容 也 将 随 之 更 新 。 课 程 内 容 的

框架如下：

●总体内容

1. 学习对联常识和基本创作

方法，欣赏地方名联，赏玩对联故

事，尝试自主、合作创编对联。

2. 记诵《声律启蒙》《笠翁对

韵》等对联启蒙教材，积累韵文。

3.开展校园对联读写活动，包

括高段的对联文学社团活动。

4.开展对联文化研学活动，提

倡文化旅游，走出校门，走进自然

与社会，书写旅游对联日志，建立

“我与中国对联”等影集。

5. 课堂再现贴近小学生心理

需求与认知水平又富有名城特征

的文化元素，了解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感知祖国文化、风土人情、民族

精神等。

●具体内容见表1。

三、课程内容

省市

直辖市

河北

内蒙古

吉林

江苏

福建

山东

湖北

广东

海南

贵州

西藏

甘肃

宁夏

名城课时

北京（3）天津（2）上海（2）重庆（2）

承德（1）保定（1）邯郸（1）山海关（1）正

定、蔚县（1）

呼和浩特（1）

吉林（1）长春（1）集安（1）

南京（1）苏州（1）扬州（1）徐州（1）无锡

（1）镇江、淮安（1）南通、泰州（1）常州、常

熟（1）宜兴、高邮（1）

福州（1）泉州（1）漳州、长汀（1）

济南（1）曲阜（1）青岛（1）聊城（1）邹城、

临淄（1）泰安、青州（1）蓬莱、烟台（1）

荆州（1）武汉（1）襄阳（1）随州、钟祥（1）

广州（1）潮州（1）肇庆（1）佛山（1）梅州、

雷州（1）中山、惠州（1）

琼山（1）海口（1）

遵义（1）镇远（1）

拉萨（1）日喀则、江孜（1）

张掖（1）敦煌（1）武威、天水（1）

银川（1）

合计

9

5

1

3

9

3

7

4

6

2

2

2

3

1

省份

浙江

山西

辽宁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南

广西

四川

云南

陕西

青海

新疆

名城课时

杭州（1）宁波（1）温州（1）绍兴（1）嘉兴（1）湖

州（1）衢州、临海（1）金华、龙泉（1）

平遥（1）大同（1）太原（1）新绛、代县、祁县（1）

沈阳（1）

哈尔滨（1）齐齐哈尔（1）

亳州（1）歙县（1）寿县、安庆、绩溪（1）

南昌（1）景德镇（1）赣州、瑞金（1）

洛阳（1）开封（1）商丘（1）安阳、南阳（1）郑州

（1）浚县、濮阳（1）

长沙（1）岳阳（1）凤凰、永州（1）

桂林（1）柳州（1）北海（1）

成都（1）自贡（1）宜宾（1）阆中、乐山（1）都江

堰（1）泸州、会理（1）

昆明（1）大理（1）丽江（1）建水、巍山、会泽（1）

西安（1）咸阳（1）延安（1）韩城（1）榆林、汉中（1）

同仁（1）

喀什（1）吐鲁番（1）特克斯、库车、伊宁（1）

合计

8

4

1

2

3

3

6

3

3

6

4

5

1

3

●课程性质：拓展性课程。

●适用对象：三至六年级学生。

●课时安排：

1. 每周抽出一节课实施对联教

学。除去复习评价，一学期安排 16

周，四年合计 128 课时。另附机动课

时，建议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由家长

安排出外旅游自修实践。

2.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课时预设见

表2。

教学资源：文献收集，自编读本，校

园及周边场馆，旅游资源，音视频等。

●教学策略

1. 吟诵积累：通过读背吟诵积累

对联与韵文。

2. 故事带入：对联故事充满了语

言智慧与生活情趣，通过讲故事、听故

事、复述故事激发学生热爱对联的情

感，同时巧借故事留白进行联语训练。

3. 技巧激趣：对联内有许多技巧

联，常常出人意料，妙趣横生，课堂内

可以借联学联。

4.游戏把玩：课内、课间通过自编

游戏让学生学会组织语言、感受对仗。

5.铺路搭桥：利用已有的对联，采

用落字、错字、错位等形式让学生填

词、纠错、整理、连线。

6. 旅游关“联”：在旅游中关注各

地名联、特色联，与“联”合影，搜索相

关背景信息，整编集册。

7. 征联立对：开放学校场馆或活

动资源，向学生征集对联，也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校外相关创作活动。

四、课程实施

本课程坚持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

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学

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对学生对联启蒙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形式如下：

1. 课堂即时评价：根据学生课上

倾听、答题、参与、互动情况给分。

2. 试卷附加评价：以附加题形式

把对联学习评价融入期末测试卷中，

建议附加10分。

3. 成果展示评价：把学生创编的

对联制作成展板挂在校园内，同时提

供校园场馆向学生征联，录用者的作

品做成楹联立于门口。

4. 生活印象评价：对学生外出旅

游考察等活动中整理的附有实景照片

的对联材料予以加分。

5. 争章激励评价：以上评价指向

的活动中，对表现好的学生予以分类

颁章：同学章——指向课堂学习，同行

章——指向旅行实践，同乐章——指

向创编成果。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

附属学校）

五、课程评价

《小学对联文化游学》课程纲要
□潘照团

课程图纸

真正的儿童立场，不是儿童喜欢

什么，就给他什么，而是根据儿童的

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为儿童提供机

会，让儿童去创造——课程就是一种

机会，所以有专家提出“课程即机

会”。再好的课程规划，再好的实施

方案，如果没有儿童的创造，一切都

是空中楼阁。所以，课程好不好，最

终决定于课程的初衷能不能转化为

儿童的成长。

在课程变革中，有老师经常会

问：“我这样做，算不算课改？”我们做

项目化学习，有老师问：“这个是项目

化学习吗？”我们做单元学习设计，有

老师问：“单元学习是这样的吗？”我

们做表现性评价，有老师问：“这样算

不算表现性评价呢？”我们做课堂观

察研究，有老师问：“我们这样观课，

是不是课堂观察？”……面对新概念、

新探索，老师常常生怕做错，生怕不

符合“理论”，不符合专家意图。这就

需要我们回到原点，想想自己进行课

程变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抓住这

个核心问题去衡量是非曲直，可能许

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原点就

是儿童的成长。凡是不利于儿童成

长的变革，不管你说得如何深刻，其

实质都是肤浅的；真正好的课程方

案，一定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如果

折腾来折腾去，儿童的生活质量反而

下降了，这还能叫改革吗——是为了

一些“术语”，还是为了活生生的儿

童？如果这些新概念、新理念只能止

于纸上谈兵，而不能带来现象的生

动，要它有何用？学校不需要太多抽

象概念的充斥，而是需要生动的故

事，需要儿童的真实成长。

在学校中，课程不是一堆放在

案头的文稿，不是一沓印在纸上的

方案，而是要儿童去介入其中，畅游

其中，沉潜其中，沉迷其中，去领会、

尝试、创造。离开了儿童的创造，课

程就是“死”的，是儿童让课程有了

生命——课程不是老师的一厢情愿，

也不是专家的闭门造车。儿童与课

程的相遇，必须以创造的方式进行。

儿童以自己的生命吸收课程的能量，

以“化学反应”的方式创造新的生命，

这才是课程的全部意义。

当我们说“儿童创造课程”的时

候，或者说“儿童也是课程的创造者”

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儿童参与课程

开发”。儿童即可能，要相信儿童的可

能性，儿童有这种能力，也有兴趣参与

课程开发。当把课程开发这件事情交

给儿童时，我们就会发现儿童的课程

创造力是无可比拟的，儿童在创造课

程的同时丰富着自己的生命。我们集

团一个校区的“游艺节”，就是教师与

儿童一起设计的，儿童设计的“导玩

图”就是一份份课程的导学图，当我看

到那一份份“导玩图”的时候，其线路

的缜密、项目的丰富、表达的别致，一

下子就让我折服了。

关于儿童创造课程，我们要警惕

一种狭隘的理解，那就是说，有一部分

课程要由儿童一起参与设计、开发；还

有不少课程不必强调儿童的创造。我

想强调的是，所有的课程，无一例外应

该成为儿童的创造，应该包含儿童的

创造，因为“儿童的创造”乃是课程的

本质属性——一个儿童如果经历了一

门课程，与没有经历这门课程、其生命

的内涵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什么创造，

那样的课程还有意义吗？经由课程的

那些变化，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儿童的

创造”，这些课程，因为儿童的创造而

拥有了新的内涵，“语文”不再是“语

文”这两个干巴巴的字眼，“数学”也不

再是“数学”这个冷冰冰的概念了，而

是充满了不断生成的故事，课程由静

态的文本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儿童穿

过课程，给课程带来了生命，也丰富了

自己的生命，儿童创造课程，课程也创

造着儿童——只有如此，教师的一切

专业努力才是有价值的。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课程观察·张菊荣⑧

儿童创造课程
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

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

国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雅俗

共赏是对联的艺术功效，它独有的

民族文化特征及其内在品质，展现

了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民

族精神。把对联引进小学课堂，基

于以下几点思考：

●时代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多次

进 行 阐 述 并 提 出 了 重 要 论 断 。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

育始终。对联，作为优秀传统文化

之一，是语言艺术的精粹，蕴含着

丰厚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是我们在

新时代进行青少年传统文化熏陶

的宝贵养分。

●核心素养的充实

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六大核心

素养确定：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

等 18 个基本要点。其中，第一点

就是人文底蕴，强调人文积淀、人

文情怀和审美情趣的形成，能理

解和尊重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具

有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意

识和基本能力等。而“国家认同”

又强调公民要有文化自信，尊重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能传

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等。

学习对联，进一步强化了民族

性，奠定了人文底蕴，是核心素养

的有效充实。

●语文学习的拓建

蔡元培认为，对课训练“不但

是 作 文 的 开 始 ，也 是 作 诗 的 基

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

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对联学习，是语言

的智慧体操，是语言的操练空间，

是文化的综合锤炼，正好是学习渠

道的一大拓建，在学对联中还可以

了解祖国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

风俗民情等。

●总体目标

学生在“学对联、逛名城、走天

下”的研读历程中，“走进”100多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初步学会对

联，提高观察能力、审美能力、想象

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语言的敏感

度。以文化游学的形式，收集、开

发、整理和创作对联文化资源，感

知风土人情、民族精神等，提高文

化和道德修养，养成高雅情趣，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力。

●具体目标

1. 学对联——指向语言文字

的运用能力。

通过言语实践，学生认识对联，

初步掌握对联的相关知识，能够辨

别对联的种类，在欣赏中积累一些

名联，感知对联的形式美，感受对联

的内涵美。应用平仄对仗等知识学

会填词、仿写，尝试创编，体验对联

的乐趣并乐于言语表现，提高运用

语言文字的能力。

2. 逛名城——指向历史文化

的体验感受。

学生在虚拟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场景内学习对联，了解对联所

承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各地

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下鲜活感知

和表现对联。

3. 走天下——指向社会实践

的真实阅历。

通过游览观赏、社会调查等形

式，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进社

区，走访当地文化名人，踏足风景

名胜，积累实景版各地名联，并学

会查询资料了解名联的背景信息，

立体真实感受祖国秀美的自然风

光和联语文化。

二、课程目标

一、课程背景

表2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课时预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