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导报 A2一、二版编辑 / 郭漪 美编 / 蒋玮 2020 年 10 月 20 日校园新闻●高中周刊

记者 郭漪

在国庆71周年华诞和中秋佳节前夕，沪上高中生用自己

的方式表达着喜悦和祝福。

建平中学：用光影和幕布刻画出家国大爱

一年一度的国庆通宵晚会，是建平学子最盼望的保留

节目。出于防疫考量，本次晚会的部分环节采用了“云直

播”的方式呈现给校友。

1：1的校园全面复刻、规整却不失活泼的建筑……MV《相

遇建平》这个大舞台的开场表演令人击节称赞。理综组老师

的节目《无价之姐》燃爆全场。建平版的《童年》歌声绵长悠

远，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如今的享受，更有对未来的展

望。似乎在提醒着学子：一起在建平校园里创造奇迹吧！

同学们还用“影子舞”的方式上演了一段抗疫故事，致

敬亲爱的“逆行者”，用光影和幕布刻画出家国大爱。

向明中学：展示艺术才华、激荡爱国情怀

夜幕降临，在向明中学浦江校区，同学们在露天广场

上摆起了“烧烤摊”，提前感受双节的氛围。据了解，中秋烧

烤晚会是学校浦江校区的传统项目。“这是一个让学生们

一显烹饪身手、展示艺术才华、激荡家国情怀的舞台。”校

方表示。

在一饱口福后，同学们用各自的特长为祖国献上了生日

大礼。写下书法作品、表演舞蹈……最燃的是学校乐团贡献

的小型演唱会。脸上贴着国旗贴，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的向明学

子，跟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共唱一首祝福的歌。

高三（7）班的周宇皓献上了自己的一份祝福，“祖国，我

祝福您繁荣昌盛，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也深深意识

到，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作为其中一

员，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一切。”

“要培养孩子的‘中国心’，首先要

培养他们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热爱。可以

从爱长江、爱黄河做起，热爱我们伟大

的中国。”92岁的“人民教育家”于漪，近

日出现在市北中学的“为多元世界培育

中国英才，市北中学105周年校庆主题活

动——陈军语文校本课程设计与教学

研讨会”上。她以陈军的校本课程“长江

诗话”为切入点，畅谈她对“校本课程研

发”重要性的体会。

依托新教材  培养中国心

2019年下半年，上海开始使用部

编新教材，广大教师在新课标的指导

下，推进新课程、新教材，在“单元教

学”“整本书阅读”“真实情境下的学

习任务群的设置”等方面做了积极探

索，但是，教师们在如何将新课标、新教

材、新课程与自己的教学实际相结合，如

何处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关系

等方面还有不少困惑，尤其在“校本课

程研发”方面更是茫然。在新形势下，该

如何依托新教材，使教学厚植于中国文

化基因，培养具有“中国心”的一代新

人？

对此，陈军早在新课标出台之前就

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探究。陈军个

人带领市高中语文实训研究基地、市北

中学语文教研组教师团队设计与研发的

新课程包括《长江诗话》《文史哲经典

例文导读》《疑思问国文点读》《歌唱母

亲河》《古文的脉动》《中学生极简文学

史研修课程》。这些校本课程注重思维

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厚植中

华优秀文化基因于学生心中，为市北中

学的学生搭建了极富文化意韵和感召力

的成长平台。 

发现自然之美 享受文化之旅

这些课程大多采取跨学科、生活

化、自主式等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

考、个性学习。在《古文的脉动》课上，老

师们并没有另外寻找古文，而是将国家

统一教材中的文章进行组合、剪裁，让

学生们将学过的内容由点及线，形成整

体感知和系统思维，在古文学习中享受

文化之旅。《歌唱母亲河》课程强调参

与者的主体性、综合性、经验性和乡土

性。学生们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询

问调查，对母亲河沿岸的自然景观、人

文风情、文化名胜、古迹遗址进行介

绍，让学生对民族文化产生热爱与敬仰

之情。

“我们让学生到河边去观察，把自

己的感受写下来、唱出来，希望孩子们

能在寻访中发现母亲河之美、自然之

美。”市北中学教师程夕琦这样说。

作为必修课程的补充，该校众多校

本课程正让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更好地体

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妙。市北中学2020
届毕业生邱习明如今在华东政法大学

就读，当初参加学校词社的经历让他感

受到了对人的关怀，指引自己成为热爱

历史、更热爱未来，热爱自己、更热爱世

界的人。

“通过这些个性化的选修课程，一

方面，我们希望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

‘激动感’，让教师把对传统文化的无

限热爱带到课堂上去；另一方面，希望

学生可以在体验中思考，明白学习不是

痛苦的过程，而是一种更系统的生命体

验。”陈军说，校本课程可以丰富学生的

学习选择，拓展更宽阔的学习视野。

（来源：上海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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