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优先的
博物馆课程
是改革的方向

儿童与课程孰先孰后是
困扰课程学者和实践者的难
题。早在 100 多年前，杜威在

《儿童与课程》一文中就提出
儿童优先，不断改造儿童的
连续经验来发展课程。镇小
的博物馆课程就是以此为据
开展起来的。博物馆主题源
于儿童，课程的项目化实施
方式亲近儿童，不同主题的
博物馆迎合儿童探究的天
性，处处可见儿童先于课程。
如果你细细品味博物馆课
程，它又不是简单地以儿童
为中心，而是充分发挥成人
的指导作用，将儿童与课程
联接起来，使儿童的稚嫩经
验日趋成熟。你看，在天一阁
两位老师循循善诱，在走进
博物馆前，给学生布置项目
任务或驱动性问题，并不是
由孩子任性而为。

这样的课程带给孩子的
体验明显不同于学科课程。
一方面，孩子从书本里走出
来，进入具有文化味的博物
世界，开拓了学习视野。另一
方面，孩子以整体的经验去
探究城市的历史密码，改变
了传统的知识学习方式，增
强了学习力。正如陈校长所
言，孩子解决真实问题的跨
学科能力得到了提升。

要使这样的课程鲜活起
来，不只是简单地让孩子走
进博物馆，将博物馆看作是
静态的项目研究对象，而是
要变着法子让博物馆活起
来，让博物馆走进孩子的生
活与情感世界，使儿童愿意
与它对话。我想镇小的探索
者们在后续的课程改革中会
注意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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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带着任务走进博物馆
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究宁波精神和文化

在项目化学习中提升孩子综合素养
三年级学生走进镇海口海防历史

纪念馆，了解海防英雄事迹等，转而化

身“小导游”向同学们介绍宁波的海防

历史；四年级学生走进港口博物馆，归

来设计未来港口模型；五年

级学生走进天一阁，描绘宝

书楼，感受古老藏书楼背后

的藏书文化……海曙区镇

明中心小学的“博物馆行

动”项目化学习课程，让学

生们走进一个个博物馆，带

着各种问题积极探究、

自主学习，“孩子们在

真实的情境中，学习解

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过

程中会用到多种跨学

科的能力，从而在潜移

默 化 中 提 升 综 合 素

养。”校长陈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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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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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书藏古今”主题特展
上，五年级孩子还将用一出多幕戏
向低年级小伙伴展示天一阁的藏书
故事。这也是镇小“博物馆课程”的
一大亮点，即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
学习，让孩子各展所长，主动探究，
乐于学习。

“在项目化学习中，孩子们采用
参观访问、查阅资料等学习方式，在
学习过程实现了数学学科中测量与
绘制手绘地图、语文学科中口语交际
与习作、科学学科中模型制作等跨学
科知识的融合，培养孩子们的综合能
力，包括信息收集与整理、小组合作
学习、问题思考与讨论的能力等。”校

长陈雁说，每一次走进博物馆，对学
生都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德育实
践，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家国情怀。

“博物馆课程”每学期授课一周，
开发一年来，目前“海定波宁”“港通
天下”“书藏古今”三大主题已经完成
建设，分别在三、四、五年级中实施开
展，接下去将在各个年级段中开展。

“这是对‘双减’政策的有力呼应
和有效落实。”校长陈雁认为，“双
减”政策把学生从过重的学业负担中
解放出来，让孩子们有了更多机会走
进大自然、走进生活、走进社会，但同
时也给学校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和
多样化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

需要充分挖掘和整合资源，开发能够
培养孩子综合素养的高质量课程，结
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和资源条件深化
学校课程建设。“我们的‘博物馆课程
’有别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它对孩子
们的学习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孩子们
在真实的情境中做真实的任务，利用
真实的素材展开真实的学习，解决真
实的问题。可以肯定，孩子们探究到
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事件、
一处处文物古迹和建筑，更能在其中
潜移默化地感悟到古老宁波璀璨的
建城历史和文化密码，感受到先人们
勤劳、善良、务实、创新的奋斗精神。”
陈雁说。

专家点评

用马克笔和相机捕捉天一阁的春天

3月4日下午，20个喜欢画画和
摄影的镇明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
在语文老师陈苑和美术老师彭微的
带领下，走进天一阁“寻找春天”。坐
在宝书楼前的亭子里，同学们先听
两位老师讲天一阁的故事。

“宁波有一句响亮的城市宣传
语，你们知道吗？”“书藏古今，港通
天下！”“‘书藏古今’指的就是宁波
著名文化地标天一阁。当年范钦给
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字的时候，就像

你们爸爸妈妈给你们取名字一样，
翻遍了各种书籍，最后他根据《易
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句，
取名天一阁。大家数一数，这藏书楼
的一楼有几根柱子？”“七根！”……

两位老师循循善诱，给同学们介
绍天一阁的藏书文化。随后，师生们
来到八狮亭、秦氏支祠等景点区域，
摄影组的小朋友们端起相机拍摄美
景，绘画组的学生们拿出画画本开始
描绘马头墙、古戏台等。

“用你们两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搭成一个框，尽量把手指拉长，这个
长方形框里的景就是你们画画的内
容。”彭老师不时地指导学生。

这是该校“博物馆行动”项目化
学习课程的一堂课。同学们的画作、
照片将在学校里展示。从幼儿园开
始学画画的五年级学生沈夕函说，
她很喜欢这样的课，“因为可以画自
己喜欢的画。”

每个孩子都带着任务走进博物馆

“博物馆行动”项目化学习是镇
明中心小学全新开发的一门实践性
课程，为的是对小学生进行综合能
力的培养。该课程规划了“海定波
宁、港通天下、书藏古今，古建遗风、
百工之乡、教育兴邦”六大主题，围
绕宁波的城市特色与历史发展，带
领学生走进宁波各个博物馆，采用
项目化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带着任
务去学习，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究宁
波的精神和文化。

该课程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认
知特点和学科知识学习进度，设置
了不同的项目化学习驱动任务和小
驱动问题。如，让三年级的学生走进
宁波博物馆和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
馆，主驱动任务是“让大家10分钟了
解镇海海防口”。为了完成这个任
务，在项目启动课上，老师和学生一
起讨论，确定了完成主驱动任务的
四个次驱动研学问题：一、镇海海防
口有哪些独特的地理特点？二、镇海

海防口有哪些海防历史？三、镇海海
防口有哪些海防英雄事迹？四、镇海
海防口有哪些特别的海防战船武
器？孩子们以班级为单位，组成合作
小组，领取各自的研学问题分头探
究，集中展现探究成果，最终以拍摄
vlog等形式顺利完成“让大家10分
钟了解镇海海防口”的项目任务。

在项目化学习中培养综合素养和能力

郑东辉
宁波大学教授
基础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孩子们在天一阁画画。记者 俞素梅 摄

在宝书
楼前听老师
讲天一阁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