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光谷喻家山学校小学部执行校长 刘玉琦

体验具身课程，激发创造兴趣

学校以“德”立身、以“智”启思、以“体”育人、以
“美”润心、以“劳”助行，积极探索五育融合的“具身
学习”课程体系，以“让自然·人文·科技生态课程
照亮每一个儿童”作为课程理念，结合教育发展要
求，形成人文领域、科学领域、自然领域的三大课
程体系，搭建了德智体美劳跨学科的融合活动课
程平台。

以学生“具身课程”的实践、体验、创造为主线，
通过“喻家山的石头会说话”“中国古建筑的故事”

“航天航空实验”“未来生活体验家”“儿童哲学剧”
“喻家山国乐”“宋庆龄创新发明小科学家”等精品
课程的开发,让喻家山学子走进华中科技大学的院
系，听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大学生们讲科学家的
故事，学习他们的爱国之志、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以“我心中的未来学校是怎样的？”作为具身课
程的任务驱动，学校设计并开展了具有特色的四大
校园节日课程，即读书节、体育节、艺术节、科创节
活动，通过融合各学科的具身学习加强不同范围和
深度的跨学科课程整合与建设。

在1+“X”的课后服务课程中，设计了包括科技
类、人文类和自然类共62门具身社团课程。每周
二、周四、周五，学生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特色课
程，在社团课程里，学生在喻家山上找化石，跟着华
科大重力引力实验室的哥哥姐姐们做实验，走进华
科大建规学院感受建筑之美……在极具特色的课
程体系下，“具身学习”的课程为孩子们营造了创造
成长的沃土；同时，也为我校的课程育人提供不竭
的创新动力。

践行具身课堂，回归学习本质

“具身学习”的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的限制，让
学生真正站在课堂中央，每节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活动不少于课堂时长的60%，学生在真实情境、
真实问题的引导下，通过个人学习、小组合作学习、
集体同步探究学习，把学习经历还给学生，培养学
生善表达、会分享、爱倾听、乐赞美、勤思辨、能合作
的综合能力。

通过全学科、全课程覆盖“具身学习”，学校以
合作学习为抓手，课堂全面运用合作学习的策略，

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走进任意一位老师的
课堂，都可以观摩到课堂上形式多样的合作学习，
有两人互查法、叽叽喳喳法、发言卡、接力法、坐庄
法、组际评价法、复述通行证等7种常见的合作方
法。学生通过倾听和交流，进行思维的碰撞，点亮
智慧的火花。师生均已熟练牢记这些合作学习的
要领，并灵活掌握各种合作学习的技巧，极大提高
了课堂教育教学质量。

最受学生喜爱的是合作学习接力法，它是一种
协同式的合作学习策略，主要适用于探究性、创新
性的学习活动。接力法以4人为小组，组员按照顺
序依次独立回答一部分内容直至构成相对完整的
答案，最后再由组内汇报员汇报小组成果。

“具身学习”的课堂正是“回归学习本质”的具
体体现，真实的学习也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
的，激发学习者的内驱力是“具身课堂”的首要任
务，因此我校积极探索和打造“具身学习”课堂，就
是把学习经历真正地还给学生，让每一个学生敢于
表达、敢于质疑、敢于思考、敢于创造。

建构具身评价，鼓励创新思维

我们制订了《“具身学习”课堂教学评价表》，从
计划、准备、活动、扩展四个方面展开教学评价，涉
及学习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习过程简
述、教学材料、“具身学习”学生活动等10个要素，
建构“具身学习”完整历程的评价。

经过持续的教研实践，我校发现各学科的
“具身学习”课堂有其独特的教学特色，因此评价
标准的设计应结合学科核心素养有所侧重。如
语文学科侧重于“体验与表达”的评价，引导学生
开展“童言童语”等读写联动活动；数学学科侧重
于“操作与实验”的评价，让学生在动脑、动手、动
眼等多感官学习活动中感受“玩数学”的快乐；科
学学科侧重于“观察与探究”的评价，引导学生亲
身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探究过程，提高科学探究能力；体育学科侧重
于“运动与游戏”的评价，让学生在玩中提高身体
素质；艺术学科侧重于“模仿与创造”的评价，引
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创造等具身活动发现美、
感知美；道德与法治学科侧重于“思考与实践”的
评价，引导学生开展综合性实践活动，实现自我
教育。

多元的具身学习评价，让观课教师带着任务观
察和思考，让课堂数据成为教研的核心依据，使评

价全面而真实，真正做到了用评价激发学生无限的
创造潜能，不仅有效提升了教研品质与教学质量，
还鼓励了每一个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

拓宽具身边界，种下创新种子

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坚持立德树人，打造了全
学科的“具身学习”样态，将学生的学习从课堂的狭
窄范围扩展到社会的广阔空间，走进社会生活，在
开放、动态、生成性的学习氛围中获得全面发展。

在喻家山的校园里，学生们为学校设计楼名、
路名；为洗手间设计美化标识；设计未来学校的课
桌椅；设计未来学校的智能垃圾桶；设计体育节的
班旗和奖品；设计喻家山文创作品，例如杯子、文
件袋、徽章、手机支架、抱枕等生活学习用品；设计
安全自护小手册和新年台历等，校园里处处都是
学生创造的作品，他们热烈地表达着自己的奇思
妙想。

在喻家山周边的社区里，学生们为社区种下一
棵棵小树苗；为社区的楼道设计安全标识；学生们
在社区组织图书漂流活动，让书香溢满社区；学生
们定期打扫社区楼道卫生；学生们有序摆放社区的
自行车；每逢佳节学生们为社区爷爷奶奶带去美好
祝福；他们用实际行动爱护着家园。

在华科大的实验室里，在东湖高新区的科技馆
里，在全国的特色博物馆里……都留下了喻家山学
子具身学习的足迹，他们认真倾听、乐于探索、大胆
实践、勤于思考的具身实践，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创
造了无限的可能，也为每一个学生营造了“安全、松
弛、信任”的学习空间，让每一个学生按照自身的优
势去成长，让“具身学习”照亮了每一个人。

近两年来，学校获评全国奥尔夫音乐教学实践
基地、湖北省美育示范基地校、武汉市课后服务示
范校、东湖高新区书香校园等集体荣誉。学校教师
在全国、省、市、区各级教育教学评比中屡获佳绩，
学子们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湖
北省国际象棋等级赛等赛事中捷报频传。

“具身学习”似春风化雨，润泽每一个学生的心
灵，让每一个学生在创造中成长，绽放出自己独一
无二的光芒。

“具身学习”让每一个学生在创造中成长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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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城 市 / 我 们 的 课 堂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长江日报讯 12月12日至13日，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在抱

冰堂举行“红歌扬华章，共筑中国梦”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
运动89周年红歌会。

作为89年前“一二·九”运动武汉地区的发起地，十四中有着
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89年前，该校校友何功伟负责“一二·九”
运动的组织工作。红歌会开始前，学校教师深情朗诵校友何功
伟的《狱中家书》，讲述校友故事。其子何继伟也给父亲写了一
封信，视频通过跨越时空的三封家书，追忆何功伟救国救亡、从
容赴死的英雄故事，让师生感受到了传承不息的家国情怀。

红歌会上，《保卫黄河》唱出中华儿女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有我》诠释了“五四”的青春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奋斗和
使命；《如愿》致敬父辈的奋斗与奉献，传递希望和力量；《万

疆》中“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表达着青年学子
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自豪之情……高一年级学子用青春之声
表达对先辈的敬仰、对未来的憧憬。

高二年级专场中，一首激昂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出青年对党最清澈的爱；《强军战歌》旋律刚劲有力，节奏明快，
唱出军人的热血担当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令人热血沸腾；

《国家》以其深情而激昂的旋律，传递着十四中学子对国家的深
厚情感；《国际歌》的歌声里，先辈们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令人
振奋……全体高二学生还齐唱《在太行山上》，气势如虹，这首
歌诞生于学校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

据悉，该校已连续十多年举办“红歌会”，以铭记这段历
史，弘扬爱国精神。 （杨枫 杨戈砂）

校长说

“三封家书”跨越时空纪念爱国运动

校长名片：刘玉琦，武汉市光谷喻家山学校小学部执行校长，湖北省特级教师，湖北省教研名师，湖北省艺术教育先进个人。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

国智。武汉市光谷喻家山学

校一直将“培育有家国情怀、

科学精神、责任担当的创新型

未来建设者”作为培养目标。

2022年9月，我校提出“具身

学习”的教学理念。“具身学

习”是将身体和心智视作一个

整体，把“身心参与体验”置于

学习活动的核心位置，注重身

心的感知、体验、表达和创

造。简而言之，“具身学习”是

学生全身心参与、全身心创造

性的学习。

长江日报讯 近日，四所小学的孩子
们“手拉手”，在学校录播室里开展语文
跨学科学习汇报，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
爱国之约。这是洪山区第一小学与江夏
区乌龙泉小学、乌龙泉矿学校、土地堂小
学结对开展的一次联合教研活动。

洪山一小和土地堂小学两校学生的
跨学科展示，以语文为舟，学科实践为帆，
深入挖掘历史内涵，将铭记国家公祭日作
为学生成长的动力，全方位展现语文跨学
科学习方式，培养合作与探究能力，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中，深刻领悟强国重任。

洪山一小的任婕老师和土地堂小学
的王雨薇老师分别呈现了两节示范课。
任婕在课堂上通过“五步”教学整合学习

内容、方法、资源设计任务群，带领学生
在自学、共学、交流展示中，借助时间轴
梳理出主要事件，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体
会爱国情怀，通过设计“梅艺今辉”展览
海报，突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单元
主题。

王雨薇老师执教《鸟的天堂》，课文
后半部分描写了群鸟纷飞的动态景象，
王老师引导学生配乐朗读、仿写动态美、
体会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的不同，让学
生在头脑里产生画面感，体会对美好家
园的热爱。整个教学过程流畅自然，课
堂氛围融洽活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与兴趣，不仅传授了知识，更培
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展现了教育的魅
力与价值。 （魏杰 项波）

读书节带来沉浸式体验

校园变为浪漫冬日童话世界

同学们精心装扮，体验冬日童话世界。

校园武术节秀功夫

校长老师登台打咏春点燃全场

邬家墩小学的校园武术节上，孩子们轮番上台亮功夫。记者何晓刚 摄

同学们在山林中上地理课。

与草木对话 学鲜活知识

中学将地理课搬到蛇山

长江日报讯 近日，武汉中学高一地
理教师们带领着同学们攀登蛇山，研究
植被、土壤与环境。师生们融入色彩交
融的风景里，与草木对话，学鲜活知识，
共同打造最美的地理课。

初登蛇山时，入眼便是蜿蜒的山路
与石阶。一路沿着台阶向上攀登，地理
老师华宇指导学生们用指南针判断山势
的走向和坡向。学生分成小组分别在南
北两个坡向进行了实地考察。

老师细细讲解地理知识，教学生们
学会辨认植被的类型、根据植物长势
判断位置与方向。棕榈、水杉、梧桐、
红枫……学生们还借助拍照识花的软件
辨认植物类型，了解其属性、发源地、生
长环境、生长习性等知识。

“仅从书本研习地理知识，不过是隔
岸观火，实地踏访自然山体，才会惊觉地
图难以尽显山中丘壑纵横、峰岭交错之
微妙。立于蛇山山脊之上，极目远眺，北
半球的南坡，阳光倾洒，植被似绿色的海
洋，蓬勃而多样；北坡则相对幽凉，植被
如星点散落……地理探索之路，恰似攀
登蛇山之征途，不仅是对自然表象的观
测，更是与自然深度对话、自我认知升华
的旅程。”高一（11）班学生王珉钰在学
习笔记中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

高一（1）班学生洪欣蕾感慨，当真的
走入山林，皮肤触碰到草木或粗糙或润
泽的表面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然
的神奇与浪漫。

（杨枫 陈思）

任婕老师与孩子们策划“梅艺今辉”展览会。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嘉 通讯员陈诗
灵 向晓鸣）近日，江汉区邬家墩小学举
行第七届校园武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
展示功夫。

邬家墩小学是武汉市体育传统项目
武术特色学校，开设了武术课，有武术校
队，全校师生人人学武术、爱武术。一年
一度的校园武术节是大家期待的盛事。
八段锦、太极毛笔、功夫扇、戏曲武生、舞
狮……长江日报记者现场看到，孩子们服
装整齐、精神抖擞，辗转腾挪虎虎生风，一
招一式铿锵有力。不仅每个年级都有武
术节目展示，校武术队、戏曲社团、舞蹈社
团、舞狮队的表演也各具特色，场边叫好
声不断。校长李娜和老师们的节目《舞林
寻宗——南拳咏春》一亮相就成了全场的

“燃点”。尤其是李娜与该校武术教练殷
雄的一段“快速连环过招”，被孩子们称赞

“精彩得像是武侠电影里的画面”。
“内外兼修、文武双全是学校对学生

的培养目标，所以我身体力行，先带头做
好示范，才能点燃老师们，老师都练起来
了，就能更好带动每一个学生。”李娜告
诉记者，最开始，全校师生一起练五步
拳，后来学校将《三字经》、戏曲、功夫扇
融入武术，大家习武兴趣越来越浓。今
年，不少学生说想在学校学打咏春拳，于
是，李娜和老师们就暑假里提前学咏春，
开学后和武术老师一起教给学生。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武术贵在坚
持，自己练了才能更好地体会招式中的
武术精神。”

李娜说，咏春讲究正面迎敌，有一种即
使对手强大也要奋力一搏的精神。中华传
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尊道贵德、自强不
息、知行合一等都能在武术中得到体现。
发展武术特色十余年来，邬家墩小学培养
了千余名能文能武的学生。李娜希望孩子
们能继续坚持，练出强健体魄，练出毅力和
坚韧，成为内外兼修、文武双全的阳光少年。

城乡四校结对共建

一堂语文课共赴爱国之约

长江日报讯 12月16日，汉阳区钟家村方岛小
学举办第二届读书节活动——“FIND冬天”。走进
校园，仿佛来到了一个浪漫的冬日童话世界。冬日
暖衣计划给小树换新装，冬日主题绘本故事表演，
冬日火热集市体验图书换享的乐趣，孩子们沉浸式
玩转童话，体验冬天。

冬天到了，孩子们看到光秃秃的树干不禁发问：
“大树会冷吗？”老师们通过绘本故事《给小树穿棉
袄》及其他资料讲解，让同学们知道了日夜之间的冷
热变化很容易导致树的树干冻裂，而很多对树有着
极大危害的害虫、真菌和细菌，也喜欢在冬天的时候
躲在树干里大搞破坏。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
造力，在家长的帮助下，利用废旧的毛衣、围巾和自
己心爱的小娃娃，为小树穿上漂亮的衣服，做上美美
的造型，在寒冷的季节创造属于自己的小树童话。

伴随着冬日的暖阳，一年级学生展开冬日主题
绘本故事表演，阅读《小动物过冬》，化身可爱的小
动物，为大家科普动物过冬的方式；把课文《雪地里
的小画家》搬上舞台；在《大雪节气》的表演中体验
中华传统节气文化；演绎《冬眠旅馆》《冬爷爷降临

了》《小雪花找朋友》《冬天的森林》等一幕幕可爱的
冬日童话……二年级学生表演的是经典童话《格林
童话》《白雪公主》《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绿野仙
踪》《狐假虎威》《雪孩子》《卖火柴的小女孩》。孩子
们用表演的方式演绎故事，将自己融入到故事中，
获得更真切的故事体验。

在图书交换环节，孩子们以书为媒以书交友，带
来自己喜欢的图书，从经典名著到科普读物，书籍种
类繁多，应有尽有。为了展示班级风采，吸引更多同
学来到自己班的摊位换书，各班级脑洞大开。有的
设计知识问答、古诗接龙、你比我猜、写福字、脑筋急
转弯等益智考验，有的摆出投壶、丢沙包、套圈圈、洞
洞乐等趣味游戏，还有的拿出糖果饼干、棉花糖、冬
日暖饮等美食。孩子们不仅换到了自己喜欢的书，
还交到了新朋友，玩得特别开心。

钟家村方岛小学校长戈欢介绍，作为一所新校，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兴趣特点，学校秉承钟家村小学

“读式”文化，在读书节活动中营造童趣色彩的读书
氛围，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阅读中收获智慧与快乐。

（杨幸慈 李瑶）

武汉市光谷喻家山学校小
学部执行校长刘玉琦和学生们
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