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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课程改革背景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一所为推动教育综合改革，探索教育国际化、现代
化办学模式而创办的改革实验学校，致力于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具
有中国情怀、国际化视野、现代公民意识的创新型人才。 



明德课程改革的三个向度： 

1、课程重构 

2、学科重组（打破学科壁垒——“红树林”） 

3、课程重建 



二   “红树林”整合课程介绍 



“红树林”整合课程介绍 
 

整合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 

由校长和老师自主开发 

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开设 

亲近儿童、面向生活 

主题式跨学科整合课程 









1、课程目标 
红树林课程以国家课程标准为纲， 
致力于幼小衔接， 
致力于构建以生为本的多元特色课程。 
 
致力于培养完整的人： 
面向丰富多彩生活，不仅仅是几个学科； 
关注复杂社会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系统； 
提高问题解决能力，不仅仅是解题能力； 
着重提升综合素养，不仅仅是学科能力。 
 



2、课程实施 
 

校本必修课 

每周3课时 



3、课程教材 
一个学期四本教材。 
每本教材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每个单元由“导语”、“学习目标”、“课文”、“课后活动”、“

单元闯关”、“明德小课堂”组成。 

主
题
一
览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快乐的我 春天来了 我们的社区 我的节日 

甜蜜的家 我爱阅读 秋天 我的感觉 

我的乐园 我是好孩子 感恩在我心 我们的家园 

身边的动物 一起成长 动物朋友 我爱科学 



4、课堂教学 
 
 
 
 
 课程重建之“明德课堂模型” 
 七大基本要素——“行为目标”、“还原背景”、“还

原变异”、“还原思维”、“多维反思”、“矛盾质疑
”、“动态视角” 

 鼓励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要素 

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落实核心素养，教法、学法比教材更重要。培育核心素养
，在教学方式上，需要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5、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是对教育过程及结果的测量、分析和评定，可以发
挥其诊断、激励、调节和教学的作用。 
 
红树林整合课程的期末总结性评价： 
红树林综合书面测试（涵盖语、数、英、思品四科）； 
学科闯关评价。 









三 “红树林”整合课程成果 



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适合低段儿童的排版、设计 

融入儿童喜欢的绘本故事 

不再以各学科知识为主线，而是从儿童实际生活的角度出发 

为学生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增长见识 





2、发展学生整体性思维，提高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分科课程： 
重视本门科目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 
各科目之间彼此分隔，不利于整体思维的发展。 
 
整合课程： 
打破学科的界限， 
以真实世界中对个人和社会有意义的问题或主题为教学起点， 
在教学活动中连结起知识和学生的生活， 
老师可以观察学生在不同科目的表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3、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组织者，促进者，也是课程的开发者， 

 从教教材到创造性地运用教材，再到开发课程， 

 在共同的主题设计中，教师会逐渐超越本学科的局限性视野

。 

 



四  课程实践思考 



整合不同学科群的科目存在一定的难度。 
 
语文、英语→语言学科群 
思想品德→人际、社会生活学科群 
数学→数理学科群 
整合方式：单元整合的方式 
 
特定主题的整合的优秀课例：《蜘蛛与糖果店》、《身体的尺子》等 





避免对课程整合浅表化的认识倾向 
 
几门课程的合并、叠加或者拼接 
 
确立课程整合的目的和价值，契合学校办学使命 
学科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整合 
以主题／实际问题／真实任务为中心的整合 
多学科整合／跨学科整合／超学科整合 
配套支持系统的建立：评价体系、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时间安排 



   课程整合是深化课程改革的一种路径， 
   但是不是唯一路径。 
 

“纵观整个课程发展史，课程整合与分科课程并无孰

对孰错之分，也无非此即彼的绝然对立，每种形态的

出现都是为了弥补另外一种形态的不足，实现课程功

能的互补”（黄志红，2013） 



谢谢大家，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