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2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全景教学确立了“为学而研、为
悟而游、为需而动”的思路，开发了红
色知、意、行三大课程内容。计划形成
多本红色读本教材，并且在初期完成
了《陈寿昌》《朱枫传》两本读本。

1.从红色读本中汲取力量。
《朱枫传》是“红色风骨传后人”

系列的第一本读本。故事从古色古香
的“朱枫故居”开启，学生跟随传记，
认识了巾帼英雄朱枫、“台湾义勇队”
队长李友邦；接着在“随军书店”又熟
悉了在抗战过程中仍不忘学习的战
士们……

在原有的地域红色读本基础上，
我们筛选本土红色资源，落实新读本
的开发，《贝时璋》《林永年》凸显爱国

科学家精神，擦亮院士精神，《九龙湖
红色历史陈列馆》《镇海革命旧址》凸
显红色文化以点成面，将红色文化
点拓宽成一个历史截面，形成有宽
度、有厚度的跨越时空的红色历史
文化带。

2.在红色研学中传承风骨。
“全景教学”充分调动全员，为学

生扩展学习资源和实践途径，增强道
德与法治课建设全域联动。如骆驼中
心学校在暑期开展“忆峥嵘岁月 寻
红色记忆”的学班小组研学活动，寻
访革命前辈，让学生沿着前辈的足
迹，感悟了革命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奋
斗历程。

雏鹰启航学伴小组在中街社区

退役老兵服务站采访了老兵汪文浩、
韩祖义两位爷爷。汪爷爷给学伴小组
的孩子们讲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小
故事。令孩子们印象最深的是汪爷爷
讲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故事。在湘
江之战中，红军三十四师寡不敌众，
弹尽援绝，师长陈树湘伤重昏迷被俘。
敌人抬他去邀功的途中，苏醒过来的
陈树湘宁死不做俘虏，趁敌不备，毅然
从腹部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献
出了自己29岁的宝贵生命。

3.用红色实践书写情怀。
雏鹰展翅学伴小组和雏鹰逐梦

小组分别参观了镇海口海防历史纪
念馆，沿着先辈的足迹，进行一场近
距离沉浸式的体验。小组成员们一个

个展览窗前驻足，认真地看着介绍，
深刻感悟宁波红色精神之魂。

他们在日记中动情地写下这样
一段话：从红军战士身上，我感受到
了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从汪
爷爷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退伍老兵的
坚持和保家卫国的初心。今后，我也
要锻炼好身体，学好知识和技能，德
智体全面发展，争取将来能当兵，去
部队锻炼，更好地为祖国做贡献。

以学伴小组的形式开展红色教
育系列实践活动，把红色资源转化为
教育资源，潜移默化红色育人，学生
在参与、听到、看到、感受、体验中接
受爱国主义思想，在红色研学中传承
风骨，进而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全景课堂：
地域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模式

——基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研究

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周霞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 龚佳青

【摘 要】本文结合红色地域资源的特点，提出了“全景课堂”式的思政教学模式，从“‘全景’的含义”“红色地域资

源中‘全景课堂’创生的意义”及“‘全景课堂’的四方面尝试”着手，结合具体课例，分析介绍了“全景课堂”这一模式在

红色地域资源教学中的创生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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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红色地域资源是指教学以
红色教育资源为重要载体，旨在通过
探究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感受红色内涵，不断涵养家国情
怀。可以说，它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

要载体。
由于日常教学中的红色资源更

侧重主题式教育，顶层设计缺乏系
统性，存在走过场问题；对地域红
色资源，较少结合全部革命历程，

反映革命传统主要内容，存在实践
机会偏少，说教重于体验等问题，
远离了学生实际，制约了教育效
果。有些甚至把学生的红色体悟当
成作文来指导，整个过程缺少环境

氛围的营造、情境任务的设计及交
际场域的建设。

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在地域资源
融入思政课的教学中，提出了“全景
课堂”的实践样态。

一、红色地域资源中“全景课堂”创生的意义

所谓“全景课堂”涵盖“内容全
面”“时间全程”“空间全局”“生态全
员”。此四方面多角度审视、全方位挖
掘镇海地域红色资源，开发红色地域
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中亲历、反思、感
悟、内化，再外化于行，形成合理的教
学实践模式，进而促进学生红色精神
与红色情怀的逐步形成，打造高质量
育人阵地，厚植红色情怀。红色地域
资源中“全景课堂”创生，从多个角度

看，均有其积极意义。
从《课标》要求看，《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2022年版）》在“培养目标”部
分明确指出，“义务教育要在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
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
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使学生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从镇海地域要求看，为了将“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贯穿于教
育教学全过程，镇海区探索建设了一
批具有镇海特色的可观可感可学可
持续的校园红色景观。通过融入地域
资源来厚植学生的红色情怀，大力倡
导学校围绕阵地开展生动活泼的教
育活动，让思政教育润物于无声。

从学生层面看，全景课堂要求学
生深度参与红色研学活动，对拓宽学

生视野能起积极的作用。《地域红色
资源使用现状》调查显示：学生喜
欢红色文化，愿意弘扬红色文化资
源，红色教育活动对拓宽学生视野
能起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本地红
色人物或地点，学生存在困惑。划
分出一个全景空间，供学生以亲历
者的身份进行体验、表达，可以增
强学习主体的表达意识、研究意义
和实践意识。

二、红色地域资源中“全景课堂”的创生

镇海是浙东门户，也是一块富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近百年来，英
雄的镇海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
继，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
篇，雄镇大地上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弥
足珍贵的红色地标和红色印记。

（一）内容“全面”：挖掘、整理可
用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地域红
色资源。

融通红色资源为保障，可将红色
资源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类是革命遗
址；第二类是对于一些红色革命事件
的重要记载文献；第三类是红色革命
精神。课堂内容融汇家门口的红色资
源，如陈寿昌烈士纪念馆、关于贝时
璋的校史文献、朱枫精神等丰富的资
源，探寻历史遗迹，链接教材历史资
料，最后延伸到文化点的发展和现代
意义，将文化点的单一故事拓宽成一

个历史截面。这样每一个文化面串起
来，形成有宽度、有厚度的跨越时空
的红色历史文化带。

2022年，贵驷小学新的校史馆落
成。当年6月，学校在校史馆开展学习
贝时璋院士担当精神的现场教学。学
校思政课教师以“贝时璋传：居高声
自远，非是藉秋风”为题，讲解贝时璋
院士的感人事迹，学生代表则以读者
的身份，逐一带领大家追寻贝时璋院
士的脚步，了解他“力争活到老，学到
老、干到老的一生”。

（二）时间“全程”：课前、课中、课
后一体化，夯实教育引导覆盖面。

打破传统教育中“课堂时间”的
限制，优化原本封闭的课堂教学为
开放式教学，形成贯穿课前、课中、
课后系统的教学闭环，依据“递进式
内化原理”，优化认知过程，提升学

生情感。为全面推进开放式教学，引
领更多的老师进一步提升专业素
养。在全区开展“挖掘地域资源，打
造思政全景课堂”主题活动，并形成
地域红色金课《不甘屈辱 奋勇抗
争》实录。

（三）空间“全局”：线上与线下交
融，打造高质量育人阵地。

线下教学，立足道德与法治主阵
地，开展区域活动，让“红色故事”进
校园、进课堂。线上教育开辟地域红
色思政大课堂。课题组大力推动全区
红色金课资源共享，形成了具有指导
意义的地域红色课例，如《中国有了
共产党》《富起来到强起来》等。

同时，针对道德与法治教材内
容，带领学生通过走访当地革命英雄
纪念馆了解革命人物的生平事迹，向
馆内的讲解员访谈相关英雄人物的

生平事迹，了解革命英雄心中的家国
情怀，学生能更深刻领悟“家”和“国”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此把红色基因
植入学生心灵，保持革命本色，让革
命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四）生态“全员”：社会、家庭、学
校良性互动，做精立体化育人实践。

“全景教学”充分调动全员，合理
利用社会、家庭资源，校内校外衔接
拓展，为学生扩展学习资源和实践途
径，增强道德与法治课建设全域联
动。多堂道德与法治课开展课前课
后的研学活动，拓宽红色资源。如贵
驷小学在新年开展“红色研学忆往
昔 迎新追梦展未来”的研学活动，
重温革命历史，用脚步丈量长征，让
学生真实体验了红军战士的铁军训
练，感悟了革命前辈们艰苦卓绝的
奋斗历程。

三、红色地域资源中“全景课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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