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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道出番禺支撑校的成果故事 

——走深、走心、走进巴蜀小学教学成果推广活动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求鸟者先树木。为深入推进校际交流，

实现教育经验和优质资源共享，促进教师专业素养发展和教育教

学能力提升，充分发挥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的示范引领作

用，加强教育实践与研究成果的展示交流和跨区域协同发展。3

月 30 日上午，由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广州市番禺区教师进修

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市桥中心小学承办的“理论+实践，

道出番禺支撑校的成果故事”在市桥中心小学承宇楼三楼阶梯室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本次教学成果推广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华南师范

大学教师教育学部讲师、未来学习空间研究中心主任廖文博士进

行专题为《巴蜀智慧番禺表达的思考与探索》的讲座；第二部分



先由市桥中心小学简树恩副校长结合“八个一”导向，谈市桥中

心小学推广巴蜀小学教学成果的整体策略，再而是十大科组进行

“学科+”实践案例故事分享；第三部分别是来自重庆市巴蜀小

学的李永强副校长进行活动点评，番禺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发

展中心）李进成老师和番禺区教育局二级调研员吴岳冬同志进行

总结发言。 

“走深、走心、走进巴蜀小学教学成果推广活动”为番禺区

2022年第一期，吸引了广州番禺、重庆、成都、石家庄、上海等

全国各地教育单位通过线上实时参与了本次活动。 

一、言为心声，行为意动 

巴蜀小学《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是由

学科内融合、“学科+学科”、“学科+生活”、“学科+技术”、评价

协同、管理护航六方面组成的“学科+”课程综合化实施模式。

廖文博士深入浅出地解读巴蜀智慧，关注学科融合创新，构建学

校治理新生态，聚焦跨学科新生态。学科融合是学习认知的必然

要求，更是教学的品质诉求，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蕴藏着极具潜



力的创新增长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廖文博

士提到，名校对话，容易同频共振，市桥的“中心”探索，课堂

是探索的深水区，向巴蜀学习，中心是扎实的。未来已来，未来，

预示可能性；已来，凸显紧迫性。有可能，就要立意高远高举高

打；很急迫，就要时不我待有为而行！ 

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巴蜀小学成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要想学习借鉴，决不

能生搬硬套。市桥中心小学简树恩副校长认为，读懂成果是关键，

校本化融合是源点，项目式推进是核心。每一所学校都有属于自

己的文化，拥有自己的故事，不能因为推广成果而失去原本的自

己，所以校本化融合是一切工作的源点和起点。要使“八个一”

育人实践中发芽，在思辩中开花，在提炼中结果。十大科组的老

师围绕市桥中心小学育人目标“八个一”（一副好身体、一张好



笑脸、一双亮眼睛、一项乐活动、一群好朋友、一堆课外书、一

个大问号、一颗爱国心）进行“学科+”进行实践案例故事分享，

一段段故事，娓娓道来…… 

  

语文学科：结合“一堆课外书”的育人目标，在推进阅读课

程化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策略与实践研究，探索出一条阅读课程育

人之路。 

数学学科：把数学元素与 “一项乐活动”有机结合，实践

探索“数学+乐活动”的模式。 

英语学科：借鉴巴蜀小学“学科+”课程体系及实施路径，

开启科组“What Why How”的融合实践探索。 

体育学科：打破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隔阂，全力推进“健康

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新教学模式。 

道德与法治学科与美术学科：两个学科将思政课程的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统一起来，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综合实践学科：以“一个乐活动”为抓手，以劳动活动为主

线，融合学科、融合技术让学生通过一个个劳动实践活动，乐身、

乐智、乐心、乐研。 

科学学科：借鉴巴蜀小学“小中大课堂”模式，开展真实情

景的教学研究，让学生不仅能在课堂中学，还能在学校、家庭、

社会教育基地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学习。 

信息技术学科：探索更好地对学生开展鲜活的过程性评价和

综合性评价，为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心理健康教育学科：融合巴蜀小学“做真做实”“做的哲学”

理念，以“一项乐活动”—“看见的力量”，做出一套面向教师、

家长、学生三位一体的综合活动体系。 

音乐学科：借鉴巴蜀小学“引领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

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合唱这种音乐艺术为媒介，充分发挥合

唱独特的育人功能。 

三、中流击水，正当其时 

    

国家特等奖教学成果持有方重庆市巴蜀小学李永强副校长



表示在廖文博士的讲座中有很多共鸣，他认为廖博士的团队对巴

蜀小学成果的理解非常到位，而且认识的深度值得学习。而听完

市桥中心小学的报告后，更是眼前一亮，学校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把常态性的事物工作进行学术的转化，让老师学会学术化的思维

和研究方式，从而赋予工作意义感。“中心，为儿童存在”的教

育理念，在李永强副校长看来，是市桥中心小学对“中心”的理

解和把握最深刻和全面的解读。市桥中心小学全人教育的品牌和

知名的未来学校区域样本，已经把儿童中心向学习者为中心转

化。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学习者为中心回归到自我教育，教师

由“传道授业解惑”到“学习者”身份的转变，在市桥中心小学

突显得十分明确，中心，为儿童存在，而教师为中心存在。 

此外，李永强副校长更高度评价市桥中心小学真实行动的突

破示范，学校育人目标“八个一”的表述方法既符合儿童的特点，

也是市桥中心小学育人观的外化。这一目标的导向，让每个学科

发生聚焦，11 个学科组的案例分析也在充分回应“八个一”，其

中有 8位老师以课堂为例，有效达成“中心”成为“中心”的目

的。当市桥中心小学提到要给孩子们烙上中心烙印，成就中心学

子，已经把育人理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学科课程教学

的创新真正回归到育人本质的高度，各学科把握住课程综合化实

施的实质，解决真实问题，活化知识，知行合一，非常值得借鉴。 



   

番禺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李进成老师评价这是

一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展示，充分体现了番禺高水准的成果表达。

他对各学校提出了三个关键词：“输入、内化、输出”，做好成果

式表达，探究成果背后的理论，走出属于自己学校的品牌，不仅

要做起来，更要做出来。 

番禺区教育局二级调研员吴岳冬同志提出三点期望：一是要

深入挖掘巴蜀成功经验理念；二是探寻校本实际已有的经验，对

巴蜀教育成果不能全盘照搬；三是校本化融合，大胆探索，用尽

心思。殷切希望番禺区所有的学校都大胆探索，在创新推广应用

方面开启你们的刻意行动，形成具有番禺区域特色的应用成果。 



 

向阳草木青，明媚春光暖。在这万物勃发的时节，有来自上

海、河北、四川、广东等各地学校，近三百位老师线上观摩了本

次国家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研讨活动。番禺区各成果推广应用支撑

学校将继续走深、走心、走进、走实优秀教学成果，构建特色校

本实践案例，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的潜能，开展校本实践课研究工

作，让优秀成果进一步落实到学校的每个角落，落实到教师、学

生的身心发展中去，打造区域品牌，为办学生乐学、教师乐教、

家长期望、社会满意的优质学校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