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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双减”背景下，随着学生校外培训的减少、在校时间的增加，如何做到作业减
量不减质的基础上提高育人成效，这是当下最关注的教育话题。依据学生的学情和不同特
点，给予学生充足的空间来因材施教是一种可行的做法，通过活动育人、课程育人、环境育
人、文化育人等途径对学生进行五育融合的培养，让学生全面而又有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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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五育”融合 提高育人成效

在取得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的同
时，也在观念转变、思维转化、融合创新等
方面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接下来学
校、老师们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导向，突
出教育的整体性，突破“五育”工作化、

学科化或领域化的思维，切实将“五育”
目标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走向“五育
融合”型学校。其中的关键措施是赋能
全体教师“五育融合”的教学基本功，强
化教师全面育人的责任与能力。

二是坚持“素养”导向，改变课程与

教学、评价分离的局面，通过实施国家
课程校本化，充分利用学校的特色课程
基础，增强学校课程的适宜性，探索促
进综合学习的教学新路径。

三是坚持“生态”导向，针对科学教
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心理健康教育等

重要工作领域，改变孤立化、个体化、散点
化的思维，积极从目标、内容、方法方面寻
找跨学科整合、跨学段贯通的机制，推动
校内外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
不同资源的聚合和转化，形成以学生成长
为中心的良好教育网络、系统或生态。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一直是教育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当下，“如何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导向，促进学生乐学习、
快成长、全发展、行致远，培育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创新型人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想
应该是灵动的、全面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特长的和能学思结合、动手实践的人。培养的关键：学校教师应“面向全人”“因材施教”和

“知行合一”。如何来落实这些呢？可以通过“五育融合”，即通过改变固有的单一的培养模式，以学生的兴趣作为教育的前提，突出
儿童的视角，通过德智体美劳系统性的协同与整合，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学校统筹“大德育”格局：通过“学
生联盟”等自治团体、“德育导师制”“星
级家长工程”等举措提升了学校德育的
各个维度。大队部通过开展每周“德育
小课”、义工社和队长学校等，形成爱国
爱党、绿色环保等系列化课程，培养学

生综合能力；通过“生涯规划”和“红领
巾学院讲堂”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树立理想信念；通过红色研学，磨炼学
生意志，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个性品
格；通过“家长学堂”和“家长讲堂”丰富
家校合作内涵；通过“益家人”亲子公益

活动，培植了学生志愿者精神。
同时大队以“二十四节气食育”为

主题的课程，以传统节日为抓手组织开
展主题板报教育、传统民俗学习、食育、
节气研学等系列活动，将农事活动、自
然规律、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相结合，生

成教育教学主题，通过这样的体验式、
实践活动，融合了自然教育与社会劳动
教育，实现了德智体美劳的“五育融
合”，让学生学会感恩、善待生命、学习
家国文化，强化责任担当，培养民族自
豪感。

一、少先队活动助推学生成长，完善育人新体系

学校结合“全人·个性”理念，在国家
课程的基础上，积极打造新样态课堂：

“雅趣”语文课堂、“情趣”英语课堂、“智
趣”数学课堂、“奇趣”科学课堂。学校教
育在夯实学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重点
关注学生艺体修养的塑造。长短课、大小
课结合的拓展课程实行混龄、走班。精彩
纷呈的活动，全员参与的数学科技节、

“全球”运动会、“文化节”等让每一位学

生有机会展示个性化特长。同时，学校教
育追求评价的多元化，成绩单采用“基础
慧智课程”和“拓展个性课程”两方面评
价体系，既关注成长过程，又尊重个体差
异，形成独一无二的成长档案。

学校全面推进课堂改革，切实落地
“双减”政策，一方面开展含作业辅导、
个性答疑、自主阅读、特色社团等的“1+
X”课后托管服务。其中以“常规+进阶”

的课后托管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社
团，将学科素养、体育运动和兴趣特长
分层推进，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另一
方面，各教研组结合学校的校本研修，
重点开展了“作业设计”专题研究，积极
探索差异性作业和单元项目作业，全面
形成“减负提质”的作业设计与管理。

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和各种教育
资源，学校积极推进拔尖创新人才一体

化培养模式，率先实践探索小初衔接培
养课程。一方面开展科学家进校园等系
列活动，使学生们在有趣的实验中，在
科学家的影响下，从小形成崇尚科学的
精神。另一方面孩子们还组成了“学伴
小组”，通过科技研学等多种途径，走进
博物馆、中科院材料所等科学殿堂，在
亲身体验中，提升了对科学探究的兴趣
和培养了实践动手能力。

二、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探索育人新模式

在开足开齐国家体育课程的基础
上，学校利用下午的1小时大课开设体
艺类拓展兴趣课程、利用课后托管时间
开设体艺类社团提升课程，以期通过课
程来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
爱好。同时教师通过体教融合指导学生

学会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和部分专项运
动技能。学校通过健美操、小蹦床、拉丁
舞、篮球、乒乓球、棒垒球和棋类等比
赛，落实“教会、勤练、常赛”要求，注重

“学、练、赛”一体化教学和培养，激发学
生参与运动的兴趣，体验运动的魅力，

领悟体育的意义，发扬刻苦学练的精
神。在这基础上，学校以优异的比赛成
绩创建了“全国棒垒球实验学校”“亚运
足球梦想学校”“全国大众蹦床体教融
合先行示范学校”“宁波市非奥运动项
目（健美操）训练基地”“宁波市啦啦操

示范学校”“宁波市围棋基地学校”“镇
海区乒乓球传统学校”等品牌。通过这
些传校和基地的比赛平台，引导学生形
成健康与安全的运动意识和生活方式，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
展。

三、基地传校比赛促身心健康，打造育人新平台

全过程，全融通，打造“融”红色经
典育人环境。依据自身的“生态”环境，
倡导多元“融”合的校园文化：鱼水相
融，中西相融，古今相融……红色文化
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坚定文化自信
的源泉，地域文化更是学校文化之根
脉。宁波是院士之乡、宁波帮文化的发
源地，学校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以连环画课程为载体，通过活动育

人、课程育人、环境育人、文化育人等途
径，将四抗、海防文化、红色人物典故等
内容作为连环画创作素材，全过程引导
孩子在走访、查询中感悟红色精神，与
语文、道法等课程进行学科融合，用孩
子的画笔“画”说镇海红色经典，提升校
园文化的软实力；同时以首批连环画、
插画艺术传承基地为点，以工坊长廊、
阅读墙等艺术场馆为线，依托多种形式

将连环画作品全面融合到校园环境之
中，让学校中的一墙、一室、一廊都充满
宁波故事、地方故事。

全员化，全范围，多维建构无废校
园环境。校园文化始终贯彻“学生参与”
及“无废”理念，学校以“校园装置”课程
为载体，引导学生校内外全范围进行收
集、二次分类垃圾，再通过跨学科整合
的装置项目学习，将艺术、科技与劳动

融为一体。这些装置作品，不仅成了校
园“亮点”，更让孩子参与了装扮校园文
化，增强了孩子校园主人翁的意识。以
美育人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
程，从“发生”到“生发”，是课程的生命
力。“装置”这道风景，在呈现“鲲池”的
学校文化的同时，不仅响应美育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号召，更实践了学校“立德、
善学、卓能、强体、耐劳”的育人目标。

四、红色经典和校园文化融合，构建育人新环境

学校积极整合各种课程资源：如DI
课程、布艺课程、食育课程和园艺课程，让
劳动课程与科技、艺术、外语等课程和环
境布置进行跨学科融合。学校与家庭、社
会协同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坚持以核心

素养发展为导向，紧密结合地方经济文化
和学生生活实际，在落实国家劳动课程基
础上，开设一年级家政、二年级喂养、三年
级食育、四年级园艺、五年级裁缝、六年级
工匠的校本劳动课，旨在通过每一学年的

劳动课学生能掌握一种生活技能，小学六
年下来学生能做家务、会照顾小动物、是
一个小小厨师会做饭烧菜甚至制作一些
美食、是未来的绿化园艺师、是未来的服
装设计师，也是未来的一名具有劳动意识

和观念的工匠。在培养过程中，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发展创新
意识，提升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成为
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五、以劳动为中心跨学科融合，整合育人新课程

六、转变观念贯通聚力抓创新，谋求育人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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