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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融合”的行动逻辑

“五育融合”是对新时代五育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外

在要求，有效推进“五育融合”发展是实现我国教育目

的的必由之路。推行“五育融合”育人方式，需要从顶层

设计、课程教学、主体跟进、多维协同等方面共同发力。

一是制定全面融合发展的方案。近年来，中央对五

育有机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加强学科有机融合，

整合资源补齐短板。为实现“五育融合”发展，应制定

整体工作方案，一方面为教育各要素落实“五育融合”

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准则，通过制定详细的融合方

案，明确责任主体，让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社会

在整个过程中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分担责任、携手合

作。另一方面为改革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提供方案，改变

以往对学生知识获得的高度关注，转向对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及“五育融合”发展效果的关注上来。评价内容要融

合五大元素，纠正过去评价方法中存在的片面问题，不再

将各育单独评判相加，而是以融合度为评判单位，对个体

进行有机、综合的评价。评价手段应以过程性评价为主，

注重评价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增值性，关注并记录学生成

长情况，有效帮助学生增强信心，实现身心健康发展。

二 是 构 建 核 心 素 养 导 向 的 课 程 。 课 程 是 培 养 目 标

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在学校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应委托专业组织研制“五育融合”发展方式

下中国学生发展的课程标准，标准修订要依据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既能体现学科本质属性，还能反映跨学科素

养 要 求 。 课 程 标 准 建 议 以 “ 育 内 - 育 间 - 跨 育 ” 三 维 形

态呈现，育内融合保留了各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科

逻辑，将其他各育学科知识以知识背景、拓展性材料的

形态容纳其中；育间融合扩展了学科范畴，淡化绝对边

界 ， 旨 在 实 现 各 育 的 交 互 和 渗 透 ， 主 育 与 辅 育 相 互 配

合；跨域融合主张打破各育之间的学科壁垒，以解决个

体生活中的活动与问题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各育

融合的力量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应用的能力，真

正实现学科融合、知识融合、方法融合、价值融合。另

一方面在确定学科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之外，重建“五

育融合”的教学研究范式，通过变革教学思维、探寻教

学研究问题、更新校本课程主题等方式在学科教学中贯

彻“五育融合”理念，把握学科之间的关联，形成学科

教学网络。

三是提升教师融合教学的能力。教师的融合教学能

力直接影响着学生全面发展的成效，必须加强对其“五

育融合”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首先，教师要坚持立

德树人，树立全面育人的思想，放弃对知识掌握的过分重

视，破除“唯分数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

使融合育人成效达到最大化。其次，着力培养教师融合教

学三项关键技能：在备课时能够深入挖掘教材中“五育

融合”的育人价值，并与其他各育建立知识网络联系，

旁征博引，自然、恰当地打破学科界限，提前做出融合

预设；在课堂中能够及时捕捉到“五育融合”的资源和学

生动态变化，清楚了解学生的基本需要、已有融通和现实

困境，运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及时对学生展开恰当的融合

教育；在课后根据教学效果及时做出调整，持续优化课程

的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促进学生融合发展的同时不

断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积极参加其他协同教学活动，完成

协同教学任务，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四 是 建 立 融 合 共 建 的 教 育 生 态 。 “ 五 育 融 合 ” 育

人方式是一个全方位的协同育人过程，家庭、社会等教

育系统外的资源也能在“五育融合”的不同层面发挥增

值 作 用 ， 需 要 建 立 “ 学 校 - 家 庭 - 社 会 ” 多 元 协 同 发 力

模式，实现课内课外联动、校内校外联动。一方面家庭

教育要与学校教育进行合作，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任老师，要帮助学生扣好“人

生 第 一 颗 扣 子 ” 。 学 校 应 该 通 过 向 家 长 介 绍 “ 五 育 融

合”的育人方式引导家长有意识地开展相对应的家庭教

育，为“五育融合”的落实提供启蒙开智和日常保障服

务。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应与学校力量形成合力，教育相

关部门应统筹协调动员各方面社会资源，帮助学校将社

会中已有的相关资源纳入学校中。相较于课堂上的直接

传授，体验式教学会给学生更直观的感受，更有利于实

现融合发展。学校与企业及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可将课

堂延伸到社会中，在为学生提供融合发展的实践机会的

同时，为融合育人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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