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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构建
“海娃踏浪”德育实践课程体系例谈

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 王立群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笔者结合新区

特质及教育实践，构建了“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德育实践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有

品质、有道德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结合新时代德育现状
呼唤德育实践课程加快变革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日益
复杂，学生的思想品德、心理人格出现了一些新的
状况，抑郁自闭、厌学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小学阶
段是青少年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奠基时期，中小
学思想品德教育关乎孩子的一生，也关乎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加强中小学德育十分重要和迫切。”全国
政协委员冀永强说。面临目前德育课程内容创新不
足，教育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脱节等现状，德育实践课程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依托新区教育资源
聚焦三维发展构建德育实践体系

笔者依据新区学生学情，结合新区资源，构建
了“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的德育实践课程，以“拥
抱新区、体验生活、快乐成长”为理念，深度剖析杭
州湾新区可挖掘的教育元素，提出了人文素养、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导向的三大目标体系，确定了
亲近自然、贴近人文、走近社会三大实践主题，打造
了“体验、参观、访问、游学”四大实践方式，构建了
三大评价载体。

挖掘新区文化
构建三大德育实践主题

“海娃踏浪”德育实践课程来源于学生生活，以学
生的兴趣为切入点。新区周边的主题公园、青少年实
践基地、博物馆、知名企业等都是课程开发的资源。

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实践，笔者将德育实践课程
分为“亲近自然、贴近人文、走近社会”三大德育实
践主题实施，三大主题延伸出许多子主题。

德育实践课程根据跨学科整合和校内外整
合两大模式，学校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调
动校内、校外“师资”团队，以适宜每一年段学
生，实现多元教育目标，践行五步学习范式。

1.制定校级课程方案。
“海娃踏浪”德育实践课程的性质决定它需

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在“行走”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问题，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综合实
践能力。我们紧紧围绕这一理念，在目标确定、
内容选择、过程开展、活动总结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准备、讨论、论证。

如“走进东方神话，感受历史文化”课程，经
过对宁波方特东方神话主题公园中26个馆的多
次考察，查阅资料，我们选择让学生感受民间传
说、神秘文化、民间节庆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
为课程内容；然后根据学科特点，教师设计相关
学习内容进行教学；学生分组设计实践探究方
案，进行一次次讨论、论证，直到切实可行。

2.编写学科整合教案。
各学科老师根据学科特点，结合校级课程方

案，设计课程实施内容。如“亲近自然”主题中，
“游玩中心湖公园”课程，根据学校制定的课程方
案，学科老师各自编写教案，如语文老师可以安
排认一认动植物的名字的课程；数学老师可以安
排关于动植物分类的课程；美术老师画一画简单
的花草、动物的课程；体育老师安排怎样安全行
走的课程；音乐老师安排学唱关于动植物歌的课
程；科学老师安排关于人类与动植物关系的课程
等等，然后进行学科整合，编写教案。

3.校内课程实施。
“海娃踏浪”德育实践课程与原有的活动课

程不同，把校内学习、校外实践、校内总结作为一
个整体开展，因此，我们像组织教学一样常态化
组织德育实践课程，不断优化实践课程的实施方
式，努力实现活动过程的最优化。但又跟常规课
程安排有所区别，德育实践课程打破常规作息与
课程安排，科目间互相整合、班级间互相协作，进
行相关课程的学习。

4.校外实践，打造四大实践方式。
校内课程中相关内容学习后，安排进行校

外实践活动，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开展活动。我们
打造了四种校外实践方式：

（1）体验实践，课程在途中。
杭州湾新区是一座新建的城市，孩子来自

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可以说是移民一代，他们
对新区甚至对自己所在的世纪城社区的感知很
少，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爱我世纪城系
列”，我们从认识学校周边路开始，毅行世纪城，
游玩城中最大的公园——中心湖公园，这一系
列主要通过体验实践的方式，运用看、听、想、问
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了解世纪城，加深与
自然界的情感，同时也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
识，提高了实践能力。

（2）参观实践，课程在观中。
杭州湾新区是浙江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拥有众多知名企业，如德国大众、吉利汽车、
方太集团等。我们实地走访企业，参观智能化生
产线、学习科技知识、了解企业文化、机器人生
产、产品用途和特点等，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
魅力，拓展视野，增长知识，弘扬创业、创新、创
优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走访企业系列”主题确
定的初衷。而“走访社区系列”通过参观实践的
方式，了解社区治安情况、社区人员的生活方
式、社区的垃圾分类情况等、社区的文化生活
等，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丰富对集体生活
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

（3）访问实践，课程在访中。
杭州湾新区虽然是一座新造的城，但也有

它自己的文化沉淀。它是慈溪北首靠海的一个
小城——庵东镇的其中一处围海造地形成的，
所以庵东的一些记忆自然就是杭州湾的记忆，

“抗日第一站纪念馆”、“海塘博物馆”都是了解
杭州湾历史的渠道，新区建设者、企业创业者、
城市守护者的采访更让学生加深了对新区的了
解。所以我们的“走进名人系列”、“走进博物馆
系列”以访问实践为主，以拓宽学生的课外知识
面，丰富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个人素养。

（4）研学实践，课程在学中。
杭州湾新区根据地理及产业资源优势，将

青少年实践基地、湿地公园、宁波方特东方神话
主题公园三者结合，梳理形成湿地生态、传统文
化、现代工业三大主题课程，形成以基地为中心
的、辐射形成研学路线。这就是我们确定的“爱
我杭州湾系列”。学生通过研学实践的方式，来
获取对课程的学习内容最直接的体会和感受。
在青少年实践基地内开展的研究性学习与利用
周边的湿地公园、方特公园开展的游玩体验相
结合，真正实现“学”与“行”的结合。

评价伴随着整个课题研究实施过程的始
终，及时有效的评价具有选择、监控、反馈、调
整、导向的作用。“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的德育
实践活动不仅仅是学生的生活小世界，其中也
不时有教师、家长参与的身影。作为活动直接、
间接参与者，孩子、教师、家长均是评价的主体，
汇总多方实践活动认识、实践活动感受与实践
活动问题，通过学生实践成果的表现，记录在我
们构建的“‘海娃’成长存折、‘海娃踏浪’德育实
践活动册、‘海娃’快乐成长档案”三大评价载体
中。

1.《“海娃”成长存折》。
采取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方式的过程性评

价，综合反映学生在每一次德育实践活动中的
参与情况，并针对在某方面突出的表现，以分数
的形式记录在《“海娃”成长存折》存折。

2.《“海娃踏浪”德育实践活动册》。
以学期为节点，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终结性评价方式将学生在《“海娃踏浪”德育实
践活动册》中记录的情况反馈给学生及家长，有
针对性的发放学校五星卡——“乐善卡、乐知
卡、乐行卡、乐健卡、乐群卡”。

3.《“海娃”快乐成长档案》。
将学生参加德育实践活动的情况作为综合

素质评定的重要内容，以评价形式记入《“海娃”
快乐成长档案》中。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学校坚
持立德树人，依托“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的德
育实践课程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
断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
文化素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
生们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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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的德育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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