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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连接课程与课业的轴心，在时间与空间上要

保障课程在儿童一日生活中的效果转化。[5]“一日课堂”

经由“预学、共学和延学”动态三环节，形成课程的顶

层设计、课堂的有效实施、课业的学习任务以达成学生

完整学习的链条。一方面，完善的课程目标与课业支持

体系，让课堂能够基于系统规划，深度整合学段目标、

单元目标和课时目标，在课堂上完成基于已知、解决未

知、精讲精练的过程，有效提升课堂本身的质量，为课

业的落实与减负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基于不同需求和

学 力 水 平 学 生 的 落 实 状 况 ， 教 师 总 体 设 计 “ 巩 固 、 补

充、拓展、创新”等多种类型的作业，让作业有趣、有

效、有针对性。此外，针对三级课程，小学教育可以通

过年度、学期、月度的年级组际、学科组内的统筹，进

行单元整体构建，形成学科内基于学科素养、基于问题

解决，跨学科和超学科的月度任务群、年度课程群等多

种单元组合方式，并在落实的过程中，指向目标学科认

领教学内容、探索课堂落实途径，形成课业优化方案。

由此，课堂成为全面发挥学校的育人主体功能、贯通课

程和课业的轴心。

2、以课堂为杠杆左右协同：统筹学科学习与其他活动 

小学教育要立足课堂，创设真实与虚拟的情境，激

活学生对学习与活动本身的兴趣，落实“兴趣+方法”的

高阶思维培养；在情境中由真实问题驱动，在持续的问

题解决过程中，建立与己有经验和生活的关联。比如，

四 年 级 的 学 生 在 科 学 课 上 学 习 有 关 动 植 物 的 生 长 变 化

后，师生可以结合同年级语文课中“科技的精彩”单元

“提出不懂的问题并试着解决”，及道德与法治中“环

境污染大搜索”等学科内容和方法，确定如“以调查与

保护社区‘两河一塘’水质，保护荷塘生物多样性为任

务”的小课题研究。师生家长共同形成学伴小组群进行

荷塘水样的采集，检测荷塘水质以及河底淤泥对水质影

响，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收集社区居

民对改善荷塘水质建议，最终形成《“两河一塘”水质

调查与改善》报告。

3、以课堂为中枢，前后联动、贯通、统筹：“课内

育人+课后育人”

全天候联通课内与课后，构建“线上+线下”的双重

育人生活。一方面，学生人手一张课程表，课程菜单全

自选，推动每学期的个性“N”课程成为高质量课堂育人

的强助攻。另一方面，课后服务分层分类，服务对象全

覆盖、服务时间全保障，满足个性化需求与贯通培养序

列。

（1）“类对类”满足差异化需求。由学业指导类

（主要指向语文、数学、英语学科）、兴趣发展类和高

水平学生社团（后两者主要分为：体育类、艺术类、科

技类、综合类）三个维度组成。所有的“N”课程必须与

国家课程形成“育人指向统一、素养目标一致、实践方

式多元、学习体验丰富”相贯通，并以学期为单位调整

课程供给。

（2）“层对层”培养序列贯通。形成“全学科教师

共同发现学生成长生长点-推荐选择兴趣类课程学习-具

备一定水平后进入社团进阶发展”的培养机制，形成贯

通的培养序列，满足不同学习水平学生的需求，且有持

续学习、进阶的空间。

（3）“键对键”平台联结反馈。研发课后服务的

自主选课平台，供学生、家长根据兴趣和需要选择喜爱

的课程。通过平台的互动反馈功能，收集课程预期、改

进课程供给；通过平台的数据记录功能，及时观察、反

馈、助推儿童的兴趣爱好发展；通过平台的交流互动功

能，让儿童找到志趣相投的学伴。借助智能手环，联动

校内外，全天候跟踪记录，形成数据分析，对肥胖率、

运动习惯等关键指标过程性诊断与反馈，为每个学生私

人定制发展报告，以体育改造大脑，调节身心，积极合

作，实现力量审美及意志品质等迁移价值。

（4）“点对点”针对性课程引导。班主任作为学

校教学与日常统一管理的首要负责人，提供如短板弥补

型、特长强化型、视域延伸型选课指导模式，负责引导

学生的课后选课服务。班主任做好统筹工作，联动社团

及N课教师，帮助不同类型的学生找到“最近发展区”，

并提供结构性供给，让学生在课后不仅学习有所进步，

更能够扩大见闻、结识朋友、全面提高能力。

（三）一日为师：画龙点睛，减盲目增使命

“双减”政策的实施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变化，

比如各个地方推行的“5+2”模式，即学校在放学后2小

时开展课后服务，这让学生的在校时间延长，教师的工

作也发生了改变，[6]现在教师不仅需要关注教学质量和课

堂效果的提升，也要顾及其与课下的延时服务的双向衔

接与有效过渡。小学“一日图景”最重要的画龙点睛部

分和真正的刻画者来自教师的“每日工作”，教师承担

着课堂教学和课下服务的双重育人使命。

“ 双 减 ” 政 策 的 实 施 加 强 了 学 校 的 育 人 职 责 和 课

后服务的育人作用，对课程资源、作业衔接设置以及时

间和精力的付出作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这意味着学校

和教师要经受住常态化、持续性的挑战。教师们需要适

应学生在校时间延长的考验，发挥更高水平的教导力。

与课堂教学相比，这种课后辅导力量不容易被衡量，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