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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中学   学中创 

——新北郊初级中学创造教育实践研究 

新北郊初级中学  张小敏 

我校是一所在虹口区学生学业成绩和综合办学水平名列前茅的民办学校。现

有 32 个教学班，1200 余名学生，115 名教职工。学校地处曲阳街道，毗邻上海

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市北郊高级中学，地理位置优越，人文资源丰富。学校建校十

七年来，秉承“为学生一生奠基”的办学理念，提出文化立校，素质育人的办学

思路，一贯重视创造教育。创造教育不仅关系到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

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是时代赋予学校的使命。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环境的

力量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和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从而形成创造的思维、技

能和品格。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其中指出教育要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

力。尤其指出培养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

格，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创新创造。这些都进一步激发我们思考如何

面对未来的学校发展，为学生一生奠基，开展创造教育。 

一、创新管理系统，形成和谐氛围 

学校努力营造创造教育的良好环境，因为宽松和谐的氛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

脱颖而出。学校成立五个中心：课程教学中心、教务管理中心、学生发展中心、

教师发展中心和后勤服务中心。自上而下实行扁平化管理，各中心为实施创造教

育形成有机整体。 

课程教学中心积极开发以“玩”为特征的四大板块体验课程和以校园四大节

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践课程，解放学生的双手和时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教务管理中心统筹课程实施的时间，提供学生实际锻炼的机会，保障创造教

育的落实。利用问卷调查等多种手段对创造教育实施进行反馈调节。 

学生发展中心利用学校、社会和家庭的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成立“学生两院”：学生科学院、学生人文院，发展学生个性，培养提问和质疑

的精神。开设学生“自主管理员委员会”作为学生的自治机构，承担管理、服务、

沟通的职能。 

教师发展中心带动教师研究创造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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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新北郊学术委员会，探索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营造“平等、合作、生动、互

动”的课堂氛围，减轻学生负担，发展学生创造力。 

后勤服务中心为学校发展提供切实的服务和保障，创建生态校园和特色人文

景观。通过演播室和指南针创新实验室的新建、礼堂等设施的修缮和更新，创造

良好的环境。 

学校领导一直以来重视创造教育的学习研究与探索实践，利用多种平台进行

有关创造教育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探索。 

二、聚焦创造素养，整合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施创造教育的主要载体。近年来，我校在课程的研究与建设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 

（一）深化三类课程建设，培养创新能力 

学校对基础课、学科类拓展探究课和学校文化活动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三大

模块架构的课程体系，即基础课、拓展课（以“玩”为特征的四大板块体验课程）

和探究课（以校园四大节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践课）。课程体系具有稳固的基

础核心和开放弹性的架构，为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以

实践、体验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实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合作学习，即玩中学、

学中玩。     

 

 

 

 

 

早在 2007 年，学校就看到了当时教育存在的弊病。针对学生没空玩、不能

玩、不会玩，严重阻碍健康成长的现状，用创造教育理念和策略引领教师投入“玩”

的课程。“玩中学”拓展课程系列的架构，经历了学校整体规划、教研组分步讨

论实施、有序推进的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结合。最终四大板块架

构为兴趣板块、动手做板块、体育板块、科艺板块，即以“玩”为特征的四大板

块体验课程。此项课程列入课表，每一学期教学时间为 12 周，每周四课时，安

排在星期一至四下午的 3:30-4:10，由学生自主选课，全校四个年级按板块设计

轮流进行。全体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兴趣特长，积极参与课程实施和开发。 

培养目标：德高、体健、学勤、行笃

办学理念：为 学生一生奠 基

探究型课程

活动策划项目研究

拓展型课程

科技类体育类
艺术与生活

类
文史类

基础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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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课程的内容设置上，强调一条主线多层次实施 

在课程的内容设置上，强调一条主线多层次实施。如科艺板块分自然科学和

人文艺术两大模块。自然科学下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人文艺术下设人物

传奇、影视鉴赏、名画欣赏和戏剧品读。每个科目每学期占有两个课时，每个课

程都以一条主线贯穿。例如化学，中预以自救与救护为主，让学生在了解救护逃

生知识的同时，走进化学，观看视频《绝境求生手册》、《荒野求生：非洲草原》；

初一年级以生活中的化学为主，让学生在发现身边的化学的同时，感知化学，观

看视频《河豚之惑》、《死亡之灰-核辐射》；初二以化学事件讨论为主，让学

生在明白化学合理利用的重要性的同时，了解化学，观看视频《食品无罪》；初

三以元素化学史为主，让走入化学世界的初三学生深化对化学史的认识，更爱化

学。从内容上看，体现了走进化学-感知化学-了解化学-掌握化学这条主线，由

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又如名画欣赏，每学期欣赏中外名画各一幅。学

生从中预年级开始可以先后欣赏到中国名画，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九

匹马》、《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五牛图》，外国名画，如达芬奇

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爱德华•马奈的《吹笛少年》、克劳德·莫

奈的《日出印象》等。让学生自然地融入科学与艺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

创造素养。 

2、在课程的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对课程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 

在课程的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对课程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关注学生学

习经验的形成、积累和构建过程。例如生物组的老师在组织《千变万化》课堂教

学中，从单纯关注学习结果向关注学习过程转化。围绕“影响种子发芽的因素”

这一专题，学生们设置了种种情景，温度、湿度、气味……，只要想到的就大胆

实验。每天中午或下午放学，他们都会到实验室观察种子萌发的情况，比照分析，

写下记录。碰到疑难问题，师生共同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习得的不仅是有关生物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实验观察分析的方法，

养成了细心、坚持、求实的科学品质。中预语文组根据学生的需求成立了“蛙剧

社”。在活动中，老师摈弃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将学习融入了话剧《茶馆》的

排演中。教师即导演，先为学生说戏，帮助学生体会剧情，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

和内心世界；学生即演员，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语言、形体表现角色的性格形

象。有时，师生角色互换，学生“玩”一回导演，教师过一把演员瘾，那场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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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其乐融融，创意十足。 

3、在课程的评价上，体现综合性、过程性 

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科学性解释及其迁移运用，还关注学生的

技术运用、人文沉淀、审美情趣、创新意识等素养。在评价方式上，改变单一的

用分数评价的现状，强调以产品化成果来评价学生学习。教师鼓励学生以多种方

式展示自己的产品，并鼓励学生自评与互评，切实地以评价促进学生勤于思考、

乐学善学，提升学生自我管理、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创造素养。 

学校通过课程的创新点燃了学生内心的智慧火花，挖掘了学生潜在的智慧和

才能，促进他们发展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 

（二）推进“四大节日”，整合学科教学，提供创新舞台 

学校以初中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认知接受能力为着眼点，形成了以校园四大

节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践课程，分别是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和科技节。校

园四节与学科教学相整合，在初中四年分别确立四个主题，形成了目标明确、主

题鲜明、层次清晰的课程系列。例如艺术节，我们分别确立了钢琴、合唱、舞蹈、

民乐四个主题内容，每年围绕一个内容开展各项活动，让学生在初中阶段对这四

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有所了解和认识，学会艺术欣赏。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每个

年级分层参与，点面结合，使得每个学生在艺术节都有所收获。体育节则以“跑、

跳、投、奥运”为系列，在四年里让学生认识各种运动项目，了解奥运，培养学

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强键体魄。校园四节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拓

展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学习、研究，从中得到快乐，收

获成长，成为我们课程创新的一大特色。 

节日 学科融入 活动形式 

读书节 语文、政治、历史、地理 表演、论坛、竞赛、讲座、

专家访谈等。 

体育节 体育（跑步、跳跃、投掷、奥运

会） 

主题讲座、小型多样竞赛、

运动会等。 

 

艺术节 

音乐（钢琴、舞蹈、合唱、民乐） 主题讲座、节目展示、欣赏

会等。 

美术、劳技 学生优秀作品展示 

科技节 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地理 竞赛、游戏、创新论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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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创作发明等。 

以学校的科技节为例。科技节是数学和科学学科的综合，每个年级都根据所

学数学、科学知识的不同，开展年级分主题、相对应的活动。从数学入手，中预

年级开展“我最喜爱的数学家”主题队会，学生通过活动了解我国优秀的数学家、

科学家及他们的贡献，萌生对数学家的崇拜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学习数

学的兴趣。初一、初二年级在生活中寻找“对称、黄金分割、勾股定理”，感受

数学的“形状美”、“变化美”、“无穷美”。初三年级进行了理科综合知识的比赛，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他们的思维深度和广度。从科学学科入手，中预年级进

行了《十万个为什么》知识竞赛，从中认识自然界生物有趣的生命过程，了解保

护生命、爱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初一年级通过开放式实验探究科学知识，用实验

验证科学原理，培养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初二年级进行了变废为宝创意设计及

展示活动，学生们的智慧、创意从中迸发，践行了低碳环保。 

在校园四节中，学生充分展示自我风采，发挥创造能力，成为活动的策划师、

小老师、小评委。比如，读书节中的“汉字书写大赛”出自同学们的大力推荐，

科技节中的“纸飞机掷远比赛”来自同学们的奇思妙想，合唱艺术节的主题词“用

合唱装点我们的生活”源于同学们的集体智慧。学生在“校园四节”的课程中不

再单单是一名学生，他们也充当起小老师的角色。在以钢琴为主题的艺术节中，

学生担任年级钢琴知识讲座的小辅导员，音乐老师讲解，这些小辅导员将钢琴知

识通过现场弹奏演绎出来，让其他同学直观地了解诸如“主调与复调”的区别，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乐曲风格等各种知识；科技节上，结合初二年级

生物学科中关于“微生物”知识的学习，设计了“身边的微生物”论坛。每班派

出一组学生针对分配到的 2 种微生物进行资料查阅，制作 PPT，运用多媒体的方

式，在全年级展示研究成果。“校园四节”的各类评比活动中，除了有教师评委

以外，更不能少的就是由学生组成的评委团，他们为每项活动打分、点评，他们

的选择是决定各类奖项、名次的重要参考依据。在读书节、科技节选拔小院士的

时候由上一届小院士担任面试官，提问、评审、考核新一届成员，用孩子的视角

来评价自己的节目，不但提高了他们参与的兴趣，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也让他

们在担任评委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学习知识、提高能力。 

“玩”的课程由于突出“玩”的特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机，触发

了创新灵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促进了学生的人格成长，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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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养了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目前四大板块课程已开设 83 个科目，四大节日

也已系列化、特色化，成为创造教育的土壤。 

三、依托社会资源，协调运作机制 

创造教育活动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系统密切配合。我校在实践中

注意挖掘校外资源，协调运作机制，提高课程实效。 

（一）利用社会资源，丰富校内实践活动 

“玩中学”拓展课程中，在学校充分运用家长资源，在兴趣课程中分别开设

了航天课程，金融理财课程，国际理解课程等。在奥运为主题的体育节活动中，

我们请来了我校学生的家长，前世界冠军曹燕华女士担任火炬手，曹燕华女士让

学生知道了什么是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读书节中，学校邀请了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的专业演员来校进行课本剧演出，与同学进行了现场互动。科技节上，

我们邀请上海科技馆的团队来我校进行科普秀表演，以魔术、实验、互动的趣味

表演，缩短了学生与深奥的科学知识的距离。在合唱为主题的艺术节中，我们邀

请了上海爱乐乐团和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两支合唱专业团队，让学生们对合唱有

了深一层的了解。在民乐艺术节中，我们不仅力邀中国顶级民乐团上海市民族乐

团的音乐家们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民乐演出，提高学生们的音乐鉴赏水平，而且

推选学生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出，为学生的特长发展提供高水准的平台。此外，我

校建设的指南针创新实验室邀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专家徐艺乙

教授指导，共同开发校本课程《中国木作营造技术-古代建筑》。近期学校又申报

了《卡魅创客实践课程》、《综改背景下民办中学理科实验室整体完善提升》等项

目，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品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技能。    

（二）利用周边区域资源，拓展校外实践活动 

近年来，学生走进周边多伦路文化名人街、鲁迅纪念馆、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曲阳污水处理厂等，感悟体验、实践探究。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学校将暑期活动课程化，将学生教

育落到实处，让学生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培养情操。例如初一年级参观邮政博

物馆和“指南针”计划青少年体验基地，了解邮政历史，感受文化魅力，体验传

统文化，激发民族感情。初三年级参观上海院士风采馆，举办暑期夏令营，领略

院士风采，树立远大理想，明确奋斗目标，勇敢面对挑战。我校还利用自己的教

育优势，组织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文明同创共建和学习型社区建设。学校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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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参加由街道、区级层面举办的各类活动。我校吉雯婷同学在“曲阳教育小

区新沪杯曲阳赛区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代表赛区参加虹口区“新沪杯”上海市

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荣获初中组个人一等奖。胡颖熠、王佳妮两位同学分获初

中组个人二等奖和三等奖。 

四、重视教育科研，探究发展规律 

学校重视对先进教育理念、创新实验改革项目、学生创新素养培养模式等教

育教学实践的研究。近年来学校开展的市区级课题共有 9个，教师个人负责的市

区级课题共有 16 个。在 2017 学年，学校每一个教研组都有了各自的研究课题，

组内每一位老师围绕教研组课题都有自己的子课题。学校课题《民办中学玩中学

拓展课程的建构与实践研究》、《新北郊初级中学数学校本拓展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分获虹口区第十二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比一、二等奖。课题《学科融入背景下

“校园四节”综合实践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获市第七届“健生杯”科研成果

三等奖。2017 年 5 月，课题《中小学学科育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序整合的

实践研究》成功立项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课题。 

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学校在加强创新精神的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创造

能力的提升，以及创造人格的形成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近一年中, 学生获得

市、区各类奖项共有 170 多个人次,获得市级以上一等奖项共 6人次，二等奖 21

人次，三等奖 23 人次，优胜奖若干人次；区一等奖项共 10 人次，二等奖 18 人

次，三等奖 31 人次。近年来我校学生获得“上海市青少年希望科技之星”称号

4人，上海市“科技启明星”铜奖 2人。王澍青同学获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

号。我校学生多次在全国和上海市 DI 创新思维大赛中获奖。学校连年获评“上

海市青少年科普宣传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

“虹口区教育科研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中小学行为规范示范校 ”等荣誉。

2017 年上海市民办中小学校本课程评选中，我校《KODU 趣味编程》课程荣获“优

质校本课程”。 

在实践中，我们坚信，所有学生的创造潜能同样深厚，在“创新”面前，没

有后进生与尖子生的差别，关键在于教师怎样去开采挖掘。今后我校会继续遵循

“为学生一生奠基”的办学理念，深化教育改革，以培养创新素养为目标，善待

每一位学生，努力开发每一位学生的创造潜能，为培养和造就国家需要的创新人

才而打好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