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是课堂改

革应该具备的高度。人的全面发展，

不仅是个体健康成长的价值指向，

也是 促 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从价值秩序上说，教育的价值始于

个体的健康成长，终于社会进步和

人类的解放。从这个角度讲，全面

发展的人应该具备推动社会进步

的素养，是在复杂多变的未来社会

中具有较强适应力、发展力和创

造力的人。

在这一高度上推进课堂改革，

需要不断追问和厘清以下问题 ：哪

些文化基础是未来社会发展必须

具备的？静态的知识如何才能转化

为学生的关键素养，发展出他们能

够承担未来社会发展重担的能力、

情怀与品格？文化基础、自主发展

和社会参与如何共同作用才能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四川省成都市

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以下简称

“锦城一中”）以建构全息育人课堂

为契机，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

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作

出回答。

基础素养课、综合素养课和优势增值课，让学生的学习内生力、自主学习力、资源整合力和成果

表达力相互促进、共融共生。

聚焦未来素养，建构全息育人课堂
文    张   伟    杨   斌    张新民

一、聚焦未来素养，构成

理想的完整儿童图像
课堂目标既是育人目标的落

实，也是课堂改革的指引。为了站在

“培育全面发展的人”的高度设定

课堂教学目标，锦城一中首先确定

了“全面发展的人”在中学阶段应

该达成的目标。

我们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应具备

“全人”的基本特征。在中国文化中，

“全人”首先是指完整的人，即身心

健全的人；其次是指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再次是指“善于契合天

然而又应合人为的全德之人”，即懂

得和遵守天地规律，为人处世符合

人心向背等。锦城一中构筑了“全人

发展”的三个台阶，以引领学生一步

一个脚印向前发展（如表1所示）。

表1  锦城一中“全人”发展的阶梯性目标

“全人”
发展阶梯

不同阶梯“全人”发展的主要目标

合格
“全人”

身心健全；习惯良好；学习认真；有责任心；课程选修符合要
求；了解“四为”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学校文化；能当好“锦一”的东道主

优秀
“全人”

在合格“全人”的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身心和谐，积极向
上；能理解他人，帮助他人；敢于应对挑战，能迎难而上，抗
挫折能力强；能以自己的好习惯影响别人；具有很强的责任
心；在校内校外都具有积极向上的形象；能合理选择自己的
学习层次与班级类型；能合理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积极主
动地参与课程学习，收获较大；能积极主动地发展学习内生
力、自主学习力、资源整合力和成果表达力；学习有方法、有
策略；能在日常行动中体现“四为”精神，能借力发展；能为
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自己的成长令自己满意

卓越
“全人”

在优秀“全人”的基础上具备以下特征：积极阳光，充满朝
气；富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知情意行合一；必修课程学习成
绩优异；选修课程成果丰硕，质量高，有影响力；积极策划和
参与学校活动，活动质量高；中国文化根基深厚，具有世界
视野；自己的作品或参与的活动在国内外获得奖励，产生了
较好影响；为学校或他人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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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发展”的三个台阶，聚焦

学生的关键素养，指向儿童在学习

与生活中应具备的能力、情怀与品

格，不同阶梯的发展目标构成了理

想的完整儿童图像。

有了儿童的理想图像后，学校

分析了影响全人发展的多种因素，

从全人发展的复杂关系入手，提出

全息育人课堂的整体建设任务。全

息育人，是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需

要，全方位、全过程关注和发展每

个学生，帮助他们实现全人发展目

标。“全体”“立体”“活态”是全息

育人的三大特征：“全体”，学校的

每一位学生都要发展为全人，都要

经历全人发展的过程；“立体”，在

立体的多维度的积极学习时空建

设上着力，在全息时空的整体优化

中培育理想的完整儿童；“活态”，

把每一位学生都当成鲜活的生命

来对待，每节课都要体现鲜活生命

的发展特征与诉求。在此基础上，

锦城一中细化课堂学习目标，形成

每门学科的课堂学习目标体系，力

图让每节课都包含培育全人的目

标、理念、思路和任务等，节节课

都成为培育全人的缩影。

二、优化课堂学习结构，

完善“基础”“发现”“发展”

螺旋上升的课堂展开方式
在课堂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

科、学生和社会割裂开来，只关注

学科，不关注学生，更不关注人类

社会及其发展对学生和学科的要

求，把学生封闭在学科里，把学科

封闭在教室和书本中，导致课堂与

全人发展存在悖离：一是学科知识

的抽象演绎与全人应在社会情境

中发展的要求相悖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于2015年对“知识”进行了

重新定义，把知识“理解为个人和

社会解读经验的方法”。每门学科

都是前人在生存与发展中积累起

来的某一领域的系统化经验。在学

科学习中，认识和理解已有经验不

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在学会认

识和理解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利用

这些经验探究社会现象，从中发现

和发展新知识，以新知识为杠杆撬

动人类社会发展。这种知识观，要

求学生在趋近真实的社会情境中

获得发展，而不能只在书本中或试

卷上进行抽象演绎。二是学科教学

的组织方式与人类推动社会发展

的方式相悖离。在前人的基础上主

动发现，在发现中不断发展，是人

类推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这一

方式有三个关键点：基础、发现、

发展。认识和把握现有基础，明确

“巨人的肩膀”在哪里，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起点；在发现中探究，在

探究中发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的动力与过程；发展是发现和探究

的结果。理想的教学应把这三个关

键点整合起来，但实际教学中却存

在着割裂三者的现象：一些教师把

握住了学科知识的现有基础，却忽

略了“发现”和“发展”；另一些教

师抓住了“发现”这一关键，但没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引领学生，导

致课堂上的发现活动低水平重复。

这两种情况，都无法促进学生真实

有效的发展。

为此，锦城一中改革课堂形态，

设置了三种类型的课堂 ：首先是基

础素养课堂，主要培养学生的基础

性能力，每节课 40 分钟 ；其次是

综合素养课堂，主要培养学生利用

“类知识”解决“类问题”的能力，

每节课 50 分钟 ；再次是优势增值

课堂，主要引导学生把潜能变成

看得见的发展优势，每节课 60 分

钟。同时，以“在发现中发展自己”

为基本理念，确立了基础素养课、

综合素养课和优势增值课的不同

展开方式（如图 1）。

基础素养课以“理解·发现”

为统领，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理

解学科知识，发现自己的困惑；在

图1		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全息课堂展开方式框架图

基础素养课

优势增值课

理解·发现：学、议、创、省

综合·发现：概括、联结、探究、求变

体验·发现：专题、任务、活动、成果

在
发
现
中
发
展
自
己

综合素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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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研讨中解决自己的难题，发现

自己与同伴、老师的差异，明确自

己需要继续理解和深化的内容。在

此基础上，把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

对接，创造性地利用知识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发现知识的生存与

发展价值，并在利用知识解决现

实问题的过程中，把知识转化为自

身和社会发展的本质力量；然后引

导学生在自我反思中发现和积累

将知识转化为本质力量的方法，并

对自己的不足进行调整。如政治组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尊重他人，

以礼待人》的传统美德时，首先设

定课堂学习目标：能感受尊重带来

的良好心理体验，学会尊重每一个

人；能体会文明有礼对个人成长的

意义和社会和谐的价值，学会以礼

待人。尊重他人是公民的基础素

养，这堂课教师采用了基础素养

课的展开方式。首先让学生独立学

习，自己发现和概括尊重的含义、

表现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同

时提出自己的困惑；完成自主学习

任务后，教师要求学生彼此质疑、

分享学习成果，相互解答独立学习

时的疑惑，发现别人的长处并补充

自己的结论，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相

机引导。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

生进入“创”的环节，在面对粗鲁

无礼的人或环境时，为如何继续做

到文明有礼出谋划策，把“学”和

“议”环节形成的成果变为学生发

展文明素养的资源，为学生能够在

未来更好地待人处世奠定基础。最

后，教师让学生对照“创”这一环

节提出的办法，反思不足，提出自

我改进建议，并请同伴监督落实，

这就把学礼貌与学做人有机结合

了起来，有利于促进全人发展。

综合素养课以“综合·发现”

为统领，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间

的联系，对“类问题”“类知识”进

行概括；在把握“类问题”“类知

识”后，发现这些问题与知识和人

类社会生活的联结点，以联结点为

圆心，发现相关的社会现象，利用

概括出来的“类知识”和解决“类

问题”的经验，探索人类社会中的

这些现象，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解释

这些现象或解决这些现象隐含的

问题，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如数学组采用“结构化”的教学思

想，以单元教学的思路促进“类知

识”和“类问题”的学习与解决。

如一次函数的单元教学，教师首先

引导学生联系现实生活发现函数

现象，归类概括一次函数及其图像

的形状、分布象限和变化趋势，在

此基础上探究函数的研究方法。在

明确函数图像的一般画法后，分层

次鼓励学生探究其变式，更加广泛

地联系生活，由此树立生活中的函

数与函数中的生活等意识，提高用

函数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提

高了学生综合运用函数知识分析

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能力。

优势增值课以“体验·发现”

为统领，在完成专题任务中发现自

己的潜能，在活动体验中释放和发

展潜能，在成果展示中表达和强化

潜能。如在“人物剪纸瞬间动态造

型”这一专题学习中，艺术组教师

采用了优势增值课的展开方式：首

先播放学校运动会的照片，引导学

生回忆学校运动会上吉祥物的精

彩瞬间，发现剪纸表达精彩瞬间的

特点。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将剪纸

作品与设计稿进行对比，在对比中

探究吉祥物的设计稿与实物精彩

瞬间造型的异同，发现剪纸与图纸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探讨

人物剪纸瞬间动态创作的步骤，将

摆好的动态瞬间造型结构画到提

前准备好的红纸上，学生展示和评

析作品并改进。最后，教师布置根

据图纸设计创作剪纸作品以展示

精彩瞬间的任务，学生以校园生活

或同学的精彩瞬间为蓝本进行创

作，创作完成后，推荐优秀作品并

在校园内向全校师生展示。

不同形态的课堂，旨在使学生

达成“四力共生”，即学习内生力、

自主学习力、资源整合力和成果表

达力相互促进、共融共生。学习内

生力，是指有主动学习的愿望、有

一定的知识与能力、有良好的学习

方法和习惯。自主学习力，是指学

生在教师或伙伴的帮助下，能够自

觉主动地评估、分析自己的优势与

不足，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并时时进行反思、调整和超越。资

源整合力，是指整合各种资源提高

课堂学习和自我发展效益的能力，

主要包括学 科内、跨 学 科、跨媒

体、校内外、学习同伴等资源的整

合能力。成果表达力，是指学生用

不同方式表达学习愿望和呈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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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结果的能力，主要包括学习

诉求的表达力、学习过程的分享力

和学习结果的表达力等。

三、以评价为指引，建构

跨越学校围墙的全息育人课堂
评价是促进全息育人课堂落地

的关键环节。如何评价才能体现全

息育人的特色？我们认为，全息课

堂的质量评价框架应以整合的思路

来建构。首先是课堂生活与人类社

会生活的整合性评价，促进课堂生

活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缩影。其次

是课堂展开方式与人类发展方式

的整合性评价，促进课堂展开方

式成为人类发展方式的缩影。再

次是学生的学习成效与利用知识

解决社会问题成效的整合性评价，

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效成为解决社

会问题成效的缩影。根据上述思

路，学校制定并实践了全息课堂质

量观察与评价表（如表 2）。

在这一评价框架的指导下，学

校将课堂从教室引向社会，建构和

实施了跨越学校围墙的全息育人课

堂。如在研学旅行课程的设计与

实施中，充分考虑了社会生活对全

人的素养发展要求，整合不同学科

的育人优势，形成多学科或跨学科

育人合力，以此促进全人发展。如

在“行走丝绸之路、探究大美中

国”“红色路、三农情、中国梦”

的研学旅行活动中，整合了语文、

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美术、

音乐等几乎所有学科，不同学科发

挥了不同功能，在广阔的社会大课

堂中形成了全息育人的合力，促进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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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全息课堂质量观察与评价表

维度

观察和评价项目 达到程度 完
善
建
议

教 师 学 生
达
到

基本
达到

未
达
到

课堂
生活

1.教学目标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素养
需求

2.问题情境与人类生活相似度高
3.有效组织了独立、合作、探究等学

习方式
4.课堂氛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正向

发展

1.学生明白了学习目标与未来生活的
关系

2.能在生活情境中认识、理解、运
用和创生知识

3.能运用不同方式积极有效地学习
4.具有积极进取的学习与发展状态

课堂
展开

5.准确把握学科核心素养的本质与
载体

6.能组织有效的发现活动
7.能引导学生在发现中发展

5.能在认识、理解、分析、概括学科
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6.具有在发现中发展的意识
7.积累了在发现中发展的经验

学习
成效

8.引导学生利用学科所学解决现实
问题

9.引导学生利用文化基础提高自主
发展和社会参与的能力

8.能利用学科所学解决现实问题
9.能综合运用文化基础解决自主发

展和社会参与的难题

本刊今年第2期第47页右栏第24-25行有排版、校对失误，特此更正

如下：“包含着1011个神经元和大约1015个突触”，应为“包含着1011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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