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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四川省教育学会、四川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四川省教育发

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四川省农村

教育学术研讨暨乡村温馨学校建设

成果展示活动”在绵竹市举行。两天

的活动中，会议探讨了乡村振兴和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四川农

村教育发展路径，展示了乡村温馨

学校建设成果，发布了《四川省乡村

温馨学校建设指南》。

“随着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和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人民群众

对优质教育的追求，绵竹教育存在

着城乡发展不平衡、教师资源分配

不均衡、农村学校生源持续减少、城

区学位拥挤等现象。”绵竹市委教育

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陈黎明分

析了该市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一

是乡村学校“空心化”，城区学校“大

班化”；二是乡村师资“薄弱”，结构

“老龄化”；三是乡村教学方式“单一

化”，信息技术应用意识“淡薄化”；

四是乡村家庭教育“缺失化”，家校

社协同育人“形式化”。

“乡村教育存在‘五化’现象。”

成都师范学院教授李小融在题为

“对乡村教育振兴的认识——从四

川乡村温馨学校建设说起”的报告

中解读了“五化”。异化——有的乡

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缺根

少魂，有的学生不知家乡、不爱家

乡，更不愿建设家乡；窄化——有的

乡村学校学习内容局限于书本知

识，学习时空仅局限于封闭的课堂

之内，与生产生活实践相脱离；同

化——受到城镇化推进影响，有的

乡村学校育人目标与办学模式趋

同于城市学校，缺少乡村特色，在

地方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方面的

意识和能力薄弱；退化——有的乡

村学校的办学空间越来越封闭，与

当地社会的联结越来越弱，文化高

地与服务乡村的功能和意识普遍

缺失；僵化——由于常年得不到充

足的人力资源供给，有的乡村学校

缺少自主发展的空间与动能。”他同

时认为，长期以来针对乡村学校实

行的补短、外援、托管式扶持模式，

导致乡村教育人缺少自我价值和认

同，从而使乡村教育缺少活力。

乡村教育的困境也意味着生

机。李小融说，在乡村教育振兴的时

代大背景下，教育面临着从“百分

比”到“每一个”的伟大历史性变革，

乡村教育肩负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与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乡村教育

振兴应当考虑转乡村的劣势为优

势，解决现代教育（包括城市教育）

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办新时代的

新型优质教育。他特别提到：“劳动

和劳动教育是乡村教育的重点和特

色，集体教育是其中的关键，集中体

现了中外传统与现代教育精华，必

须发扬光大。”

“农村教育是人类教育的重要

组织形式，是一种不可缺少和不可

替代的教育模式，守护农村教育是

中国教育人的历史责任。”在“中国

式教育现代化的典型特征——乡村

学校改进策略分析”报告中，中国教

育学会副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

中心研究员高书国说。他认为，到

2030 年，乡村教育将是一种有特

色、有品质、有质量的教育，乡村教

育在培养乡土情怀、自然胸怀和人

文关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教育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

活动中，《乡村温馨学校建设指

南》发布。四川省教科院教育发展研

究所所长焦蒲对这份指南进行了解

读。

总结分析了 21 所绵竹市汉旺

学校、广元市利州区清河小学、通江

县泥溪中学等学校案例后，焦蒲说：

“乡村温馨学校是让人体验到爱、自

由、美好、有希望的农村学校。乡村

温馨学校是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新样

态，是高质量教育的新样板。”

焦蒲详述了乡村温馨学校建设

的内容、策略及适用范围——乡村

温馨学校的建设应坚持四项原则：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在

地教育；应符合以下特点：在办学理

念方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把促进

儿童的健康成长作为学校发展的核

心任务；在学校环境方面，将学校营

造成为像家一样的温暖、舒适、安全

的温馨处所；在人才培养方面，探索

适合于农村特点的课程资源和教学

方法；在教师发展方面，重视农村教

师内生力量的激发，将教师专业发

展作为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重中之

重；在营造良好育人生态方面，因地

制宜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发展

保障支持方面，得到了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支

持，同时寻求更广泛的社会组织、慈

善机构的帮助。

活动中，14所乡村学校获首批

“四川乡村温馨学校”称号。绵竹市

汉旺学校、大邑县安仁镇学校、大邑

县蔡场小学、富顺县代寺镇中心小

学、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徐家伟清

小学分享了各自的“课程建设与实

施策略”，展现了乡村温馨学校因地

制宜、融合发展的课程理念和育人

成果。

深度学习着眼于培养幼儿高阶

思维能力，为幼儿终身发展奠定基

础。幼儿园数学活动是幼儿实现深

度学习的载体。成都市双流区黄水

幼儿园在数学区活动设计与实施

中，发现教师和家长关注幼儿知识

获得多于思维及品质养成，对幼儿

数学活动的认识还停留在灌输知识

的阶段。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是提升

幼儿智力的重要基础。为此，幼儿园

围绕数学区“环境营造和材料投放

支持，教师深度观察与指导支持，活

动激励评价支持”三方面促进幼儿

深度学习，通过实践探索形成六大

策略。

策略一：构建“一区一廊一室”
连续体环境，支持幼儿“有选择”

“一区”是班级数学区，“一廊”

指年级组过道走廊数学区，“一室”

是指趣玩游戏室，三类区域各有特

点，支持幼儿在不同时段选择材料，

与不同的玩伴游戏操作，获得多样

化的感知和体验。

班级数学区：每天开放，环境

安静，相对独立；材料丰富，层次性

强；班级幼儿自主选择材料游戏，

凸显幼儿学习品质和学习过程性

能力。

年级组走廊数学区：每周保障

三次共同游戏及每天餐前饭后的操

作时间。整合楼道资源，在墙面、地

面、桌面均形成游戏共用空间。支持

幼儿混班活动，为幼儿提供同年龄

段相互交往、合作、表达与交流、经

验分享的机会；

趣玩游戏室：每周开放1-2次，

重点满足中大班幼儿的探索学习需

要。幼儿在此创造开发玩法，实现材

料的一物多玩，并且将玩法拓展到

班级。

策略二：材料设计“四性一化”
“三个共存”，支持幼儿“能选择”

针对个体材料采用“四性一化”

设计，即确保每套材料都具备“目标

性、趣味性、操作性、探究性”与“生

活化”；针对整体材料设计，做到“三

个共存”，即“序列化与层次化”“教

师设计与师幼共构”“独立型和合作

型”玩法共存，使材料多元化，让幼

儿有选择、有比较、有挑战。

一是“四性一化”个体材料设

计。结合幼儿认知水平，把材料设

计贴近生活，生活材料的融入能够

激发幼儿操作材料的欲望。不仅能

助于幼儿将学习知识迁移在日常

生活当中，更能激发幼儿的游戏动

机。

二是“三个共存”的整体材料设

计。序列化与层次化共存是指材料

投放序列化，即将数学核心经验的

四个内容按照三个阶段分别投放到

三个年龄段班级；材料投放层次化，

即指在同一年龄、同一核心经验内

容的材料按照由易到难进行 1—3

星级标注投放，以达到数学教育目

标与幼儿学习发展实际水平的适度

匹配。

独立型与合作型玩法共存是根

据不同阶段幼儿游戏个性化的学习

方式，将小班的独立型玩法材料投

放与中大班多元化、合作化游戏玩

法等材料投放区分开来。教师设计

与师幼共构共存重点包括师幼共构

材料开发策略的“四步一循环”和

“五步一循环”。如图所示：

“四步一循环”图示

“五步一循环”图示

策略三：深度教学，支持幼儿
“获能力”“养品质”

一是激发游戏动机。通过做游

戏计划方式激发幼儿的游戏动机。

小班采用口头计划为主，中班采用

游戏计划清单，大班采用材料计划

单和游戏回顾单。文字、符号、语言、

图片表征方式，不仅能激发幼儿参

与的积极性，并且能在计划的过程

中发展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二是构筑问题链。提问、思考和

理解，是促进幼儿学习的三个动态

过程。提问起着核心作用，以问题解

决、推理和论证、交流、表征、联系等

数学过程性能力通过提问有效的问

题链构筑，使思维外化，与幼儿产生

积极的互动。

三是有效 介 入 。当 幼 儿 出 现

“思维混乱、注意力分散、产生矛盾

或困惑、思维浅层不能深入、挑战

失败或者成功体验”时，是介入的

最佳时机，同时需给予幼儿积极的

回应。

四是 回 顾 反 思 。回 顾 表 达 表

征，即语言表征、图片表征、动作表

征，将抽象的经验以直观化的方式

呈现出来。在活动结束后，通常采

用口头交流、前书写表达、现场讲

解等方式进行活动回顾，引发幼儿

自评、同伴互评，幼儿将思维过程

进行外化。

策略四：情感支持“四步走”，促
幼儿“深度学”

以情促行，引发幼儿深度学习。

以四步走情感支持法“关注—理解

—倾听—鼓励”积极与幼儿互动。每

次区角游戏时间，班级三位教师分

工合作，同时，通过定点观察、追踪

观察，看懂幼儿的行为，积极与幼儿

进行高质量互动，从情感态度上给

予深度的支持。

策略五：双工具评价支持教师
“三个会”，促进幼儿“深度思”

通过“数概念与运算、图形与空

间、集合与模式、比较与测量”四个

数学内容的幼儿观察与支持指引，

在专题教研活动中帮助教师观察分

析解读幼儿数学核心经验的发展轨

迹，从而找准幼儿最近发展区下一

个支持点；完善形成了《3—6岁深度

学习行为观察指引》，帮助教师观察

辨识幼儿深度学习行为的发生，进

一步对幼儿进行个别化的支持。逐

渐形成教师的“三个会”即会观察、

会思考、会评价”促进幼儿的深度思

考与持续学习。

策略六：线上亲子游戏共玩，让
家长看见孩子的学习

采用微信公众号线上向家长推

介亲子游戏的内容和方法，通过家

园合作深入推进幼儿对数学学习的

喜爱和探究过程。公众号每月推送

2-3次数学亲子游戏视频。通过游戏

前对游戏目标、指导意见和数学语

言介入的要点进行推介，让家长明

晰游戏的核心经验，从而有目的、有

计划地引导幼儿有效互动，游戏中

关注幼儿的学习状态，支持幼儿深

度学习。提高家长数学语言的运用，

从而有效支持幼儿交流与表征等过

程性能力。

一、个案陈述
刚满12岁的小涛（化名），体重有156

斤，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力气也大得

惊人，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同学。班上大多

同学都不愿意跟他玩，也不愿意跟他接触。

这天下午上课前，同学们在安安静静

学习，小涛则旁若无人地大吼大叫，午间值

日的同学将他的名字记在了黑板上。小涛

十分恼怒地走到值日同学前，端起桌子就

扔到了教室门外。隔壁班的赵老师正从教

室门口经过，桌子在她面前一飞而过，吓得

她“魂飞魄散”。

二、原因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结合小涛在学习

和生活中的表现，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方

式、溺爱导致的认知偏差、人的社会需要等

心理得不到满足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

1.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小涛生活

在一个重组家庭，对他要求严格的父亲不

常在家，父子俩的沟通十分少，且因为文化

水平较低，教育方法也比较粗暴。母亲是一

名典型的农村妇女。小涛犯了错误后，母亲

除了大声呵斥，别无他法。小涛的姐姐有语

言障碍，小涛与她的交流也很少。家庭氛围

不和睦，时常发生矛盾，小涛多次亲眼看见

母亲与自己叔父吵架、打架。这种家庭影响

下，小涛的怒火一点就着，在他的心目中，

出现问题用“行动”而非语言解决，成了必

然。

2.重男轻女导致认知偏差
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加上母亲年龄

很大才生下小涛，且与姐姐相比，小涛更健

康、更有希望，所以母亲一直溺爱小涛。虽

然家庭不富裕，母亲每天给小涛不少零用

钱；虽然孩子体重严重超标，但他母亲从没

想过通过控制饮食来控制他的体重。当小

涛与其他同学发生矛盾时，小涛母亲常常

认为是自己孩子受了欺负，都是别人的错。

母亲日积月累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导致小涛

在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不计后果，头脑发

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社会交往是人

类社会动力的源泉，人在生存和安全问题

得到解决后，就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以满

足其作为某种社会角色的行为需要。

母亲的长期溺爱，导致小涛以自我为

中心，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因为身体胖，动

作不灵活，集体活动时，小涛常常拖累其他

同学，同学们不愿与他同组，不愿与他成为

搭档。小涛身体好，声音洪亮，说话时不知

克制音量，常常不分时间和地点大吼大叫。

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同学们反感小涛，不愿

与他交往。长期未能与人近距离的交往，就

像一个死结，让小涛无法与人交流，小涛与

人交往的社会需要得不到满足。

三、防控措施
1.优化家庭环境，加强家校共育
家庭环境对孩子性格的培养尤其重

要。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刻的，让孩子学会

与人交往就应该从源头开始，孩子的行为

发生偏差时候，要与孩子的父母取得沟通，

明确孩子行为发生偏差的根本原因，让父

母明白应该怎样教育孩子的同时，让父母

用正确的语言和行为引导孩子学会与人交

往，给孩子做好模范和榜样。

2.优化班级环境，促进同学团结
好的环境能给人轻松愉悦的心情，更

能促进融洽关系的产生。学校和班级是孩

子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打造一个充满

爱的班级，有助于同学们和睦相处、减少摩

擦。让同学们在和谐的环境里学会相互关

心，学会表达，学会顾及他人感受，更能促

进同学间的团结。

3.心理沟通和德育并举
学生在行为上有了偏差，不能一味地

批评和指责，更重要地是从源头上做好心

理安抚工作，从根本上让学生明白什么是

该做的、能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不能做

的。在明白道理的基础上学会自我控制、学

习尊重他人。

4.加强体育锻炼
参加体育运动，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把

不良情绪排泄到体外，可以治愈心情。我

与其母亲反复沟通，让孩子减肥，用体育

锻炼帮助他回归集体。身体的重负让孩子

长期不能释放体内的负面情绪，甚至还有

可能因为身材走样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加

重心理负担，身体和动作的不灵活限制了

他交友、游戏的机会。只有坚持参加体育

锻炼，增强体质、磨炼意志，改变身体现

状，为参与多人协作的体育活动创造机

会，并在参与集体运动的过程中改善自己

与其他团队成员的关系，促进团结，让自

己融入集体。

绵竹市汉旺学校
科创+体育
劳动+融享

在学校的支持下，教师杨明

金组建了科创团队，先后建立了

异犊创客空间、异犊木工房、异犊

植物工厂等实践基地，师生合作

完成了科技长廊建设。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科创活动，激发了学生

的科创热情和潜力，学生在多项

科创大赛中获奖。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学校

组建了足球队，逐步形成了一至

六年级的足球队梯度培养制度。

以足球为引，篮球、曲棍球、冰雪

轮滑等特色项目相继开展，班班

有足球队，人人有特长，各运动项

目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劳动教育方面，汉旺学校

开发了“劳动+融享”课程，分年级

设计了劳动清单，规定年级劳动

任务，成立课程研究小组，寻找劳

动资源，制作资源包，设计研学

单，编制三维评价表，开发出“葵

花朵朵向阳开”“甘蔗节节高”专

题“劳动+融享”课程，学生在劳动

锻炼中接受了精神洗礼。

大邑县安仁镇学校
“博艺”课程与课后服务
安仁镇学校位于有“中国博

物馆小镇”之称的安仁古镇，学校

将“博艺”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结

合起来，实践五育并举，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

学校将课后服务分为托管模

块和拓展模块。托管模块，由学科

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作业，切实减

轻学生作业负担；拓展模块，交给

学生开展兴趣社团活动。拓展模

块的课程“博”“艺”两大类。博课

程包括博览、博物、博学、博雅、博

辩 5 项，容纳了课外阅读、博物馆

学、影视赏析、心理健康、演讲技

巧等多门课程；艺课程包括书艺、

美艺、体艺、乐艺、劳艺，容纳了书

法和音体美劳课程。学生全员参

与特色社团活动，学校开发小程

序供选课，分学段实施年级走课，

做到有方案、有内容、有管理制度

和评价机制。

大邑县蔡场小学
“新六艺”修身课程

蔡场小学的外来学生占70%，

是典型的移民子弟校和留守儿童

之家。针对孩子不懂“农事”、不喜

“农村”、不屑“农业”等问题，蔡场

小学提出“以礼育人，六艺修身”

的校园文化建设主张。

蔡场小学的“新六艺”，即文

明礼仪课程、激情艺术课程、健康

阳光课程、交流合作课程、书香魅

力课程、智慧创新课程，培养知书

达理、健康自信的学生。“新六艺”

课程注重学科内容的整合，统筹

学科知识、德育活动、艺术素养等

方面内容，实现了教育内容和教

育资源的有效对接。例如，在“御

课程”中，学校设置了国际理解课

程，包括接待课程和游学课程两

类。其中，接待课程包括接待礼仪

培训、接待仪式组织、大邑风土人

情和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游

学课程内容包括出访礼仪培训、

游学地文化介绍以及回国后的分

享活动。学校将民族舞蹈、书画艺

术、川剧表演等内容融入课程，并

在交流互访中，让学生重点推出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家乡旅游美

食等。

富顺县代寺镇中心小学校
“泥韵”校本课程

代寺镇中心小学校发挥乡村

特色，构建“泥韵”校本课程体系。

一是“泥土进校”，假期布置泥土

采集任务，指导学生实地调查当

地土地特性、植被和农作物生长

情况，形成调查结论，制作泥土标

本。二是“泥土入课”。成立泥塑陶

艺工作坊，编写泥塑校本读物，以

农耕场景、乡风民俗等为题材，创

作泥塑精品并展览，并原创歌曲

《我们都是“泥娃娃”》。三是“泥土

上墙”，师生共建泥土文化墙。四

是“泥土育人”，开发勤劳课程。不

同季节组织学生参与农耕研学，

通过看、访、说、做、算、画、写，把

劳育与智育、德育、美育、体育融

合起来。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徐家伟清小学
挖掘乡土资源
开发校本课程

徐家伟清小学形成了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竹文化”“农耕文

化”“民间民俗文化”三大校本课

程体系。

学校成立11个竹文化艺术社

团，聘请民间非遗传承人为第二课

堂辅导教师，组建竹艺课程研发

组，编写“竹之韵”“竹编”“‘竹’渐

成长”等读本；学校成立传统文化

课程研发组，编写《艺术三原色》读

本，组建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社团，

学生的“花式跳绳”“舞狮”“百人腰

鼓”已经成为众多大型文艺活动首

选节目；学校建设学校农耕馆、农

耕文化生活体验发展中心，成立了

花果种植和鉴赏、蔬菜及粮食作物

种植和采摘、生活体验、童年拾趣4

个农耕文化生活体验组，并将劳动

教育与各学科教育结合。

乡村学校要走自己的路
——四川省农村教育学术研讨暨乡村温馨学校建设成果展示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郭路路 向颖

◆学校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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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数学区活动设计和实施的六大策略
■ 成都市双流区黄水幼儿园 代成丽

心育田苑

扔桌子的小涛
■ 华蓥市教研室 辛克东

■ 华蓥市双河第三小学 卢鸿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