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与教学 中国教育学刊 2018 官方微信号: zgjyxk

－177－

生命教育视域下校本课程的创设与实施
———以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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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有力补充，以学校为主体、依据校情，关注学生生命、
促进学生发展，对学生进行生命化教学，把校本课程教学提升到生命层次，使校本课程的设置及实施成

为生命个体被激活、被发现、被欣赏、被丰富、被尊重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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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推进，生命教育逐渐引起大家

的关注，它犹如一缕春风，使学校教育焕发新的

活力。而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有

力补充，以学校为主体、依据校情，关注学生生

命、促进学生发展，对学生进行生命化教学，把

校本课程教学提升到生命层次，使校本课程的设

置及实施成为生命个体被激活、被发现、被欣赏、

被丰富、被尊重的课程。可见，关注学生生命成

长已成为校本课程建构的重要宗旨。如何立足学

校实际在校本课程建构与实施中关注生命教育，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做了积极探索，期望

能够为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证。

一、校本课程的界定及目的

校本课程是由 20 世纪 70 年代菲吕马克提出

的，其本意源自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家课程

开发策略脱离学校和学生实际弊端的反思。随着

课程改革的深入，校本课程成为 21 世纪初期我国

课程改革乃至整个教育改革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2001 年 6 月 8 日颁发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 试行) 》中明确规定: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

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基于

此，教育者们开始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爱好等

探索属于自己特色的校本课程，以便学生自主选

择、各显其能、挖掘潜力、大胆创新，以使学生

个性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健康发展。

二、生命教育的内涵及意义

“生命教育”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唐纳·

华特士于 1968 年提出的，在其同名著作《生命教

育》中明确提出: “生命教育是为学生快乐而成功

地生活准备的教育活动，是一种以提升学生的精

神生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

授认为: “生命教育就是为了生命主体的自由和幸

福所进行的生命化的教育，它是一种价值追求，

也是教育的内在形态。生命教育的宗旨就在于捍

卫生命的尊严，激发生命的潜能，提升生命的品

质，实现生命的价值。”［1］

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学校教育面对的是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生命

教育呼唤回归本真，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学

校生命教育旨在立足本校实际，创设丰富的、有

特色、高质量的校本课程，努力培养追求卓越、

和谐发展的学生。

三、生命教育视域下校本课程的创设与实施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课程是教育的

一种实现形式，它服务于人的生命发展。基于此，

我们可以把生命教育融入校本课程的创设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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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以校本课程为载体，注重学生的独特体验，

从多维度关注学生生命发展，让学生爱惜生命，

快乐健康生活，不断挖掘自身潜能，凸显个体生

命的灵动。

( 一) 立足实际，为校本课程创设提供保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金洲在 《走向校

本》中这样解释: 所谓校本，一是为了学校，二

是在学校中，三是基于学校。可见，校本课程必

须是基于学校自身实际所设置的个性化课程。
1. 需求与资源分析

马克思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

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从自然人发展到社会

人，就必须获得文化、道德和人格等精神方面的

发展。而这些发展，它只能通过社会来获得，其

中，教育是最有效的途径。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

发展转折期，教育从来没有像现在充满活力和朝

气，人们呼唤更加开放的、自由的、多元化的教

育。然而，仅仅依靠国家、地方 “大一统”的课

程结构，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

求的。在众 多 的 课 程 结 构 中，校 本 课 程 是 实 践

“学生生命成长”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途径，学校

应更多关注教育教学中的生命需求，提供更加自

由开放的课程。
2. 必要性———多方需求分析

众意路小学从学生、教师及家长需求三个角

度出发来创设自己的课程，更多地关注学生需求。

从学生调查问卷发现，学校已经开设的足球、垒

球、健美操、跳绳、合唱，满意度达到 90% ; 开

设的微电影、养蚕小分队、科学 DIY、农历天空

下以及绘本阅读活动备受学生的青睐。低段学生

喜欢动手操作类课程，如手工制作、涂涂画画等，

中段学生对体育运动类课程的期待明显高于低段，

而高段学生的课程期待更倾向 于 实 践 探 究 类 的

课程。
3. 可行性———课程资源分析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共 105 名教师，学历、职称、年龄人数及比

例 ( 取整数) 见表 1。

表 1 教师基本情况统计表

学历 大专 8 人，8% 本科 88 人，86% 研究生 6 人，6%

职称 高级 10 人，10% 一级 43 人，41% 二级 47 人，45%

年龄 35 岁以下 63 人，60% 36 ～ 40 岁 19 人，18% 41 ～ 50 岁 21 人，20%

其中，国家级骨干教师 1 人，省级学科带头

人 3 人，省级名师 2 人，省级骨干教师 6 人，省

级优秀班主任 2 人，市级优秀教师、班主任 5 人，

市级骨干教师 6 人。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开展校本

课程的前提保障。

学校校内、外资源丰富。学校拥有广阔的运

动场地和绿化区域，有标准足球场、跑道、室内

篮球场等; 种植基地内月季花坛、果树园、桑树

园、小菜园、蔷薇花廊、蝶梦长廊等为学生开展

观察欣赏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学校周边有湿地公

园、地质博物馆、中级人民法院、公安消防大队

训练基地、艺术中心等。丰富的地域资源为实践

性课程的实施提供了专业保证。

此外，家长也是学校课程的重要资源，87. 2%

的家长愿意为学校课程开发提供帮助和支持。丰富

的家长资源为学校课程提供的资源也丰富多样，家

长能够参与课程开发的项目见表 2。

表 2 家长可参与课程开发的项目比例

实践探究类 体育艺术类 生活与礼仪类 安全健康类 学科拓展类

42. 8% 33. 5% 28% 15. 6% 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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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探究类和安全健康类课程中，还有一

部分家长不仅可以为孩子提供专业的知识引领，

还能为课程实施提供实际的专业场所，为学生亲

身参与体验学习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

综合以上因素，众意路小学充分挖掘周边资

源，满足学生成长需求，促进学生生命成长，同

时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依据，为校本课程的

创设提供有力的保证。

( 二) 关注学生发展，构建校本课程体系

顾明远教授认为: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

育。”［2］所以，学生教育应该是以生为本的。学生

的健康发展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良好的校园

环境和多姿多彩的课程体验，有助于丰富学生的

生命成长历程。众意路小学聚焦 “关注学生生命、

促进学生发展”这一主题，尊重每个学生个体认

知水平和能力的差异，积极了解学生的兴趣与需

要，根据自身实际，初步形成了具有众意路小学

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 见图 1) 。学校以基础

型课程为基石，充分挖掘拓展型课程和实践型课

程门类与科目，形成了文明礼仪、书香校园、智

慧涵养、体育艺术、心理、生活、创客、国际视

野八个维度。基础型课程面向全体学生，重在学

生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形成发展。文明礼仪、书香

校园系列课程通过阅读和不同形式活动浸润学生

身心，增强文明素养; 体育艺术、心灵港湾系列

课程侧重塑造学生阳光形象，增强健康、秩序意

识; 智慧涵养、创客空间、国际视野系列课程侧

重学生创新、开放品质的塑造和形成。众意路小

学的校本课程既自成体系又相互渗透，努力培养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学生。

图 1 校本课程体系

( 三) 生命教育视域下校本课程的实施与保障

措施

众意路小学以立德树人统领各类课程，建立

全面而目标指向集中的课程，努力避免课程内容

的肤浅不当、课程实施的简单粗糙。
1. 必修拓展型和实践型课程管理

微课程管理:“经典晨诵”，不做精细讲解，熟

读成诵; 每天大课间“阳光体育”，网球操、国学

操结合进行; “午读时间———经典赏析”与名著

相约。

生活与礼仪课程管理: 礼仪、安全与班队会

融合，每 周 一 次，融 合 了 心 理 健 康 教 育、生 命

教育。

智慧涵养课程管理: 以数学组、科学组为实

施主阵地，依托数学魔术和创客实验，每周一次。

体育艺术系列课程管理: 体育、音乐、美术

教师两周一次课程活动玩转跳绳、陶笛与黏土。
2. 选修课程的实施

首先，学校课程开发中心精心组织课程推荐

会，详细介绍学校课程的特点及对学生素质培养

的功能，注重引导学生去发现自己的优势智能，

帮助学生确立发展的欲求。其次，根据学生选课

情况确定本学期校本课程的具体实施项目，每周

五下午“走班制”。最后，校本课程组织要求与国

家课程要求相同，纳入总课表，对课程实施与学

生建立临时班级，加强考核与评价。
3. 注重评价的多元化，关注学生成长变化

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主

动学习的有效手段。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其所倡导的 “立足过程，促进发展”的表现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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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过程性评价受到教师的普遍关注。

在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积极的评价能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确保校本课程实施

的有效性，我们采取表现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

结合的原则，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过程; 不仅

关注形式，更关注内容; 不仅关注学生学业，更

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

成。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最新需求，

不断完善和改进课程结构，增加课程内容，提升

课程文化内涵。

四、生命教育视域下校本课程实施的初步

成效

生命教育视域下的校本课程立足于 “立德树

人”这一根本目标，学校抓住课程的每一个生长

点，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效的 “生

态链”。基础型课程面向全体学生，重在学生基础

知识和能力的形成发展。文明礼仪、书香校园系

列课程通过阅读和不同形式活动浸润学生身心，

侧重塑造善良形象，增强文明素养; 体育艺术、

心灵港湾系列课程侧重塑造学生阳光形象，增强

健康、秩序意识; 智慧涵养、创客空间、国际视

野系列课程侧重学生坚韧、开放品质的塑造和形

成。这些课程既自成体系又相互渗透，努力培养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学生。

生命教育视域下的校本课程的创设经过顶层

设计、课程架构、发展实施三个阶段，我们完成

了从方案制订到具体课程实施的学校整体校本课

程研发的落地。

生命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生成的过程，

生命课程的建构及实施过程是从多主体参与、多

角度实施、多元化评价让人成之为完整的人的生

成与生长的过程。生命课程正是着眼于学生的发

展、教师的成长，使立德树人这一培养目标更好

地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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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创设自主学习的反馈平台
在语言认知与基于网络环境中，教师应该结

合学生自主学习状况，进行反馈平台的构建。首

先，在网络环境背景下，通过自主学习平台的创

设，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丰富教

学资源，使学生在互联网背景下逐渐开阔视野，

并针对自己的学习状况进行反馈，充分实现言论

自由的状态，而且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提

供支持。其次，在网络资源运用的过程中，可以

使学生形成反思性的探究意识，通过形象思维以

及直觉思维的利用，进行问题的交流，展现学生

的主体性，并为学习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最后，

在网络环境下，通过反馈平台的构建，可以引导

学生形成创新思维以及辩证思维，充分利用反馈

平台，进行问题的探究，使学生对英语知识有全

面认识，满足自主学习的需求［6］。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

的自我学习能力，教师应该针对语言认知以及网

络资源进行教育体系的改革创新，满足学生的基

本需求，并为教育改革及教育创新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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