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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从春游到课程的范式重构

作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
革的核心概念，“双新”以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的系统
性创新，推动教育从知识传授转
向素养培养。静安实验小学敏
锐把握改革脉搏，将世博文化公
园这一城市地标转化为跨学科
实践场域，通过“生态研学”主题
统整、科学探究、劳动体验、艺术
表达等多元目标，实现传统春游
的育人价值跃迁。

在课程设计中，教师团队创
造性落实“双新”核心要素：以“植
物多样性调查”对应跨学科实践
要求，用“AI识图+手绘记录”融合
数字化工具应用，通过“生态倡议
海报”达成过程性评价闭环。这
种设计既回应了《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2022年版)》对综合实践活
动的刚性要求，又彰显了学校“全
域育人”的校本特色。

这也是一场跨学科研修的
匠心之作，由科学、美术、道法、
体育等学科教师组成的研修团
队，精心完成课程研发。科学教
师梳理出公园内42种典型植物
图谱，美术教师设计兼具实用性
与美感的《生态研学任务手册》，

体育教师结合 AR 实景规划出 3
条安全路线。手册中“植物探
秘”模块要求同步完成叶片拓印
与生长环境记录，“生态倡议”任
务则需综合运用数据统计与艺
术设计——这种学科融合不是
简单叠加，而是以真实问题为纽
带的知识重构。

实践图景
混龄学习与深度对话
“五年级的路线设计师”成为

本次研学的高光场景。面对温室
花园的复杂地形，五年级学生小
吴敏锐发现原定路线存在人流对
冲风险。他带领组员实地测量通
道宽度，结合场馆电子导览系统，
重新设计出“花瓣型”分流路线。
当一年级学生用稚嫩笔触画出

“会呼吸的走廊”时，这场跨越年
级的合作已悄然完成知识传递与
情感联结的双重使命。

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同样在
协作中绽放异彩。孤独症儿童
小林在导师引导下，用植物标本
制作出独特的“触觉地图”；常被
贴上“调皮”标签的小梁，全程牵
着一年级学妹完成台阶跨越，其
细心程度令随行教师惊叹：“教
育需要打破固有认知，每个孩子
都是多棱镜。”

这更是一场“全员导师制”
的破壁实践。全体教师转型为

“研学协作者”，在真实情境中践
行“双新”倡导的师生关系重
构。当学生指着池杉问“它怎么
在水中呼吸”时，科学导师没有
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观察气
生根结构；面对学生使用AI识图
工具的误判，教师现场示范“科
技工具+实证研究”的复合探究
法。这种即时性的教学对话，使
世博文化公园的每个角落都成
为流动的课堂。

在“植物观察站”区域，平时
沉默寡言的小吴同学引发关
注。当同伴们忙于拍照打卡时，
她静坐两小时完成睡莲写生，笔
触间的光影变化令美术导师感
慨：“在标准化课堂里，我们可能
永远发现不了这种细腻的艺术
感知力。”

育人突破
素养生长的多维证据
这场活动也是五育融合的

具象化呈现。道法与智育的化
学反应在路线规划中显现：高年
级学生为照顾低龄同伴主动放
慢行进速度，这种利他行为被具

象化为“责任积分”；美育与劳育
在“生态工坊”实现共生，学生用
收集的落叶制作装置艺术，又在
整理器材中领悟“创造与维护”
的辩证关系。

特别设计的“素养雷达图”记
录下令人惊喜的成长轨迹：学业
成绩中等的小张在空间思维维度
获得满分，常被忽视的小吴在审
美表现力上拔得头筹。这些数据
印证了沈文玮校长的判断：“当评
价体系转向多维观测，教育才能
真正‘看见’人的丰富性。”

研学过程中生成的183份植
物观察笔记、46幅生态画作、22
条环保建议，构成了鲜活的过程
性评价档案。更深远的影响在
于认知方式的转变：学生开始用

“跨学科透镜”观察世界——他
们发现公园长椅的弧度设计契
合人体工学，讨论樱花飘落轨迹
中的流体力学，这种知识迁移能
力正是“双新”期待的素养图景。

创新启示
走向深水区的实践智慧

如何破解学习和实践“两张
皮”的难题，静安实验小学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校本方案，此次学

校的探索提供了三大创新路径：
首先是目标融合机制，将课程标
准转化为可操作的“研学任务
包”；其次是实施保障机制，通过

“全员导师制”破解实践课程师
资瓶颈；最后是评价转化机制，
把学生作品转化为校园文化建
设的素材资源。

随着创新意识的深入，学校
的教育生态也逐渐改变。教师开
始重新定义“教学有效性”——数
学组将公园地形数据开发为三
维建模案例，语文组以研学故事
为素材创作剧本。家长反馈也
出现积极转向：“孩子现在会主
动研究小区植物分布，这种学习
内驱力比分数更珍贵。”

当夕阳为世博文化公园镀上
金边，静安实验小学的师生带着
满身草木芬芳踏上归程。沈文玮
校长总结说：“‘双新’不是飘在空
中的概念，而是扎在土里的实
践。当我们把教育现场从教室搬
到公园，改变的不仅是空间方位，
更是育人哲学的坐标系。”

这场发生在春天里的教育
创新，正如同公园里蓬勃生长的
植物，在课程改革的土壤中孕育
着无限可能。 文/陈思瑜

“双新”赋能：上海世博文化公园里的综合实践育人新探索
上海市静安实验小学跨学科研学实践课程纪实

在“双新”（新课程与新教材）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上海市静

安实验小学以核心素养培育为锚点，将传统春游迭代升级为综

合性实践课程。近期，全校师生走进上海世博文化公园，通过跨

学科任务设计、混龄合作学习与全员导师制，生动诠释了基础教

育改革“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变革、评价体系优化”三大核心

命题。这场生态研学，不仅让教育回归真实情境，更让每个孩子

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光时刻”。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早上9点一到店，熬
高汤、切萝卜、炸豆腐……95后
宋云云就和男友段智洋一起忙
碌起来。中午11点半，档口摆
开，一切准备就绪，另一个店员
王彩霞也到岗了。这是一家由3
个听力残障人士撑起来的“无
声”餐饮店。

时值全国助残日，昨日中
午，青年报记者走进这家位于
张江科学城陆悦天地的特殊小
店，“聆听”这个暖心的创业故
事。

“多多关照”里传递暖意
这是一家专门卖关东煮的

小店，店名叫“多多关照”，店里
墙上用吸铁石拼搭出这个4字店
名，其中的“照”字构图是一个太
阳——在这些年轻听力残障人
士的心中，这家店仿佛一道阳
光，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创始人季行飞告诉记者，之
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从日
常餐饮出发，传递一种“关照”的
价值观，无论是亲子家庭、特殊
群体，还是宠物友好服务。

65平方米的店堂不大，店里
店外都摆了桌椅，中午11点45
分到下午 1 点 30 分是就餐高
峰，附近的张江青年会来光顾

“堂食”，店里也不时有外卖小哥

前来取餐。
“多多关照”有5家门店，除

了这家以外，位于杨浦区大学路
的门店也是一家由听力残障人
士主理的“无声店”。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创始人
季行飞已经37岁了，看着这些年
轻的听力残障人士忙进忙出的
身影一脸“慈祥”。他给店员们
开出的待遇不低，为了方便他们
上下班，在张江租了房子，包吃
住，每月工资到手7000元，生意
好的时候，可以过万，租的也是
每人一间的公寓，住宿条件很不
错。

2019年，季行飞刚开始创业
时，员工就是从咖啡行业转过来
的听力残障人士。“听力残障人
士专注度特别高，因为他们听不
见，所以始终会认真观察店里每
一位顾客，生怕他们有什么诉求
被自己遗漏了。”

在张江，从早上9点到晚上
10点，这家店每天可以卖200份
套餐，店员们打心眼里希望这家
店能一直开下去，所以一心为店
里着想，也很懂得回馈。有时候
见晚上没啥生意，店员会主动要
求早点下班，因为这样可以替老
板节省一点加班费。看到店里
的大虾、牛筋、玉子烧、蟹肉棒卖
得好，就会建议老板整合成一个
套餐……他们是主理人，更是主
人。

始终被善意包围的小店
采访中，恰好有顾客进来，

宋云云看到了，立刻拿着菜单迎
上去，她能读懂对方的唇语，并
用自己简单地发声进行回应。
再加上高峰时段临时前来帮忙
的正常店员小权，这家小店开了
半年，大部分顾客居然都没发现
这是一家由听力残障人士主理
的“无声店”。

店里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墙上挂着一幅基础手语教学
图，张江的程序员们没有发现

这家小店的与众不同，附近的
小学生却发现了。一次附近小
学的一个小朋友放学过来吃点
心，临走时，向每个店员深鞠一
躬以示感谢，店员们都深受感
动。

事实上，听力残障人士开店
也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比方
说，因为他们听不到，关门时经
常会忘记同时关闭店内播放的
音乐；因为听不到，他们还无法
接听顾客打来的电话；因为听不
到，他们偶尔还会迟到，因为闹
钟叫不醒他们……但是，这家店

始终被各种善意包围着：镇里打
算为这些听力残障人士申请补
助；他们不慎把家门钥匙遗落在
网约车上，派出所民警一直帮助
他们寻找到凌晨；生意好的时候
难免出餐慢，点外卖的顾客也很
宽容。

季行飞说，是这些员工对他
的信任和期待让他一路坚持下
来。有一次，他正在PAD上设计
新店图案，出去了一会儿，回来
时，就看到员工在自己的PAD上
面写了一句：“小飞加油，你是最
棒的！”正是员工的鼓励，给了他
无穷的力量，开出了一家家门
店。

关心好听力残障人士，更要
关心好他们的家人。季行飞接
下来打算设立一个资金池，帮店
员们每个月存一点钱，作为他们
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医疗保障。
之所以有这个打算，也是因为他
目睹了身边的听力残障人士家
中遭遇的不幸，大学路店有个员
工的孩子先天性耳聋，送去医院
治疗的时候，医生都在叹息，如
果再小一点的时候送来就好了，
现在已经无法治疗；跟随自己多
年的店员突然离职了，因为妻子
得了抑郁症……“希望他们能一
直安安稳稳地经营小店，结婚生
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
季行飞的愿景，也是“多多关照”
的初心。

“无声”胜有声，这家小店有点暖
“请多多关照”是温情也是对残疾人士的尊重

员工们在店内忙碌。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