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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物型课程：立德树人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重构 
 

孙其华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江苏省《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江苏教育报刊总社申报立项 2018 年江苏省基础教育

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重大研究项目）“物型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推广”。该项目旨在凝练新时

代“校园空间哲学”，重构学校教育要素，探索具有江苏风格的新型课程理论与实践范式，探究

总结、推广一批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具有创新特征和实践价值、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新时代课程样本。 

    立足前沿，注重理念创新 

    新时代，教育正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发展阶段转型，从显性灌输向润物无声的意识形态工

作模式转型，从固定固态向重构空间未来学习形态转型，物型课程是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次

新的课程探索与实践。 

    创新立德树人模式。物型课程把立德树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在五个方面能力与素养的

培育：“物道”（道德养成）、“物理”（学习能力）、“物情”（人格情感）、“物趣”（审美能力）和

“物行”（劳动能力）。物型课程统整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融合学校文化、学校环境，搭建

显性和隐性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依存、认知与体验相连接的育人平台，既为实现立德树人提供

高品质的资源，也为落实立德树人提供更有效的载体和路径。物型课程是学校课程中体现综合育

人的新型课程、整合课程，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创新课程理论及形态。物型课程项目建设以系统化创新的追求，全面建构课程范式，以课程

建设带动学校整体发展，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新思考、新路径。物型课程创新了我们对传统

课程分类的认识，既超越学科课程范围，又超越显性、隐性课程的划分，建构了融合学校文化、

校园环境、校本课程的更高层级的综合课程，是集中反映学校办学理念的“大课程”。 

    创新教育教学改革的切入口。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认为，物型课程拓展了优质教育的内涵，

拓展了发展素质教育的空间，拓展了深化课程改革的路径。这既是物型课程的努力目标，也是物

型课程助推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立足实践，注重体系建构 

    物型课程是以儿童能力素质发展为目标，以知识和价值的物化形态为载体，以人和物的互动

课程为核心，带动学校的育人目标、教学管理、校园文化、支持系统、内部治理话语体系等方面

整体性变革的创新课程。 

    第一，“物”是载体，既包括校内所有的实体物质（建筑、场馆、教室、植被、廊道等），也

包括现代信息技术所构筑的网络和资源。第二，“型”是着力点，是指物质经过设计后所呈现的

意象，表现为立体化和可视感，尤其强调德育和美育的功能。第三，课程是关键，相较于物型所

呈现的完整世界，课程的作用在于有目的地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为人的主体性发展提供一条物型

跑道。第四，儿童能力素质发展是目的。物型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以物育人”，引导学习者在主

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反思知识和生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设计理念——创建环境——开发课程——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是物型课程建设的一般路

径，它强调创设物型环境，通过组织课程实施促进意义建构。同时，聚焦“物型”“课程”“学习

者”三个方面，覆盖“投入——过程——结果”的全程，最大程度地保障课程建设质量。 

    立足探究，注重范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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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型课程反对脱离学生兴趣和生活实际的纯粹概念化学习，主张“在情境中学习”“在活动

中学习”“在探究中学习”，注意探索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课程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

向的课程样式、以教育内涵式发展为结果的新型实践范式。 

    聚焦教育空间诗学与儿童全面发展。以学科主题方式，用项目化、实景场等运作方式推开定

制学习研究序幕，通过充分发掘校园物态的文化力量、育人价值，进一步推进学生品格提升，增

强教师立德树人的课程意识和尊重教育规律、儿童发展规律的科学意识，以校本化的方式探索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时代路径。例如，依据“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校园文化设计的核心

理念，张家港市实验小学这座“花园”已完成了“会呼吸的路”系统、“百草园”系统和“三味

书屋”三大系统布局。 

    聚焦未来学校生活与儿童学习方式变革。基于情境学习、具身认知、脑的可塑性等原理构建

了符合儿童成长规律、适合儿童成长需求的物型课程。例如，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是一所

创办 6 年的新学校，聚焦“场馆课程与在场化学习”。在这座“创想城”里，学校为孩子们提供

丰富的情境化学习场——科学创想中心、数字体验中心、FSC基地等，形成了一个让儿童积极参

与的立体探究空间。 

    聚焦情境场域创设与儿童学习意义建构。建构学习意义是物型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例如，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将蕊春园作为课程资源和知识场，围绕一棵枯死的树，通过场景设置和课

程建设，让儿童创作童话故事，让枯树“复活”。在这种生与死的对话中，物型课程帮助儿童理

解生命的价值，重构了学习的意义。 

    聚焦场馆环境建设与育人模式创新。以环境建模、物型建构与课程开发为内核，在“物化”

情境中全力建构立德树人育人模式。例如，作为首批“物型课程研建基地”，昆山市娄江实验学

校的“德善娄江物型课程”从物出发，致力于育人：一是建好德善体系课程中心，将品格塑形落

到实处；二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一中心”作用，在场景中陶冶学生品性；三是注重“完美教室”

的建设及作用，价值观教育润物无声。 

    聚焦校园文化建设与教学方式转型。一物一特色，一校一文化，校园文化建设是物型课程的

主要目标之一。例如，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立足学校实际，着力弘扬红军精神、传承恩来风范，

以红养正，立德树人，依托红色革命传统文化课程基地建设项目，精心建设了“八园四楼一场馆”

“十塑三廊一中心”“三院两墙一红塔”，同时构建了三色课程体系，培养学生成为坚毅进取、乐

学善思、德美体健、勇于担当的新时代“红军娃”。 

    立足辐射，注重项目推广 

    在物型课程项目实施上，目前已建构了以设区市执行学校为核心、中小幼各学段基地学校为

主体的行动方阵，形成了执行学校、基地学校、参与学校分工明确、分层研建推进的立体化研建

网络。此外，为了推动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果，项目组强化了组织管理，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了整体

规划。一是组建包括高校学者、教育专业媒体记者、一线校长和骨干教师在内的专家梯队，为项

目建设提供专业保障。二是区域联盟推进，组成“宁镇扬”“苏锡常”“通泰”“盐连”“徐淮宿”

五大区域研建联盟，先后围绕“场馆课程与在场化学习”“物型课程视野下的学科文化建构”“物

型课程：重构儿童学习的意义”等主题举办了多次研讨活动，充分发挥了联盟学校的孵化和辐射

作用。三是依托教育专业媒体阵地，在《江苏教育》开设“物型课程研究”专栏，在江苏教育新

闻网开设“物型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推广”专题网页，为项目学校提供相应宣传阵地和平台，进一

步扩大了项目品牌的影响力。 

    （本文根据作者在前瞻性项目“物型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推广”中期汇报会上的报告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