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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是教育教学活动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总和，它具有多样性、

多质性、价值潜在性等特点。需要开发者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选择与加工，使其符合课程的特质，满

足受教育者的学习与体验要求。基于贾岛遗址及诗歌资源，学段间联合开发“贾岛系列校本课程”

的实践研究，正是一个将社会资源合理转换为课程资源的过程，旨在将这一乡土人文资源依据课程

特质进行选择与加工，将其转化为课程资源，将课程资源逐渐转化为学生的生活体验，有效发挥校

外资源的教育价值。 

一、课程开发背景 

（一）政策导向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设或选用适合本校的

课程。”开发校本课程不仅可以弥补国家课程开发的不足，并且还可以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满足“个

性化”的学校发展，有利于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和学生主体性的发展，真正满足学生生存与发展的

需要。 

（二）问题提出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他的衣冠冢就坐落在房山石楼镇的二站村。我们第一次走进贾公祠，

恢宏的建筑与寂清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座用资3200万建造的贾公祠就这样静静地坐落在那里，

很少有人问津，其人、其事、其诗更是知之甚少，这无疑是一种人文资源的浪费。如何有效利用这

一资源，更好的弘扬人文精神，传承地域文化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于是萌发了“教育传承文化——

贾岛遗址及诗歌资源课程化研究”意向。 

（三）现实需求   

从区域校本课程开发现状来看：学校校本课程开发普遍呈现教师个人开发为主，团队开发为辅

的局面，校本课程总体零散，缺乏序列性、系列性。2010年，我区提出“课程改革一体化”的工作

思路，但在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尚未打破学段界限，学段间联合进行课程开发尚为空白。此研究是基

于贾岛遗址资源和诗歌资源，践行区教委“课程改革一体化”工作思路，区研究员总体设计，学段

间联合开发既具学段特色又有层递关系的贾岛系列校本课程，打破我区校本课程个人开发为主的局

面，探索了一条学段间联合开发优质课程的新途径。 

二、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 

（一）课程总体定位：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文化、传承家乡文化的热情和自豪感；站在学生学习的

角度，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从作品精神层面进行挖掘，培养学生优秀的人格品质。 

（二）学段对象定位：本课程学段对象涉及小、初、高三个学段的学生。在学习和挖掘贾岛遗址

及诗歌资源时，要兼顾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学生的认知现状和语文素养。 

（三）课程学习定位：学会辩证思维，用好扬弃方法，大力提倡学生学习贾岛“学习和创作”的

态度；学习方式要多样化，体现校本课程灵动的特点；继承和发扬区域文化中的精华。 

 

表 1  贾岛系列校本课程学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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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小学 
《知贾岛 

爱家乡》 

①学习、诵读、鉴赏贾岛的诗歌，模仿、学写诗歌，增进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 

② 多途径、多形式实施校本课程，突出校本课程“灵动”特点，学生在多维度的感悟与

体验中品味诗歌内容，感受人格精神。 

③学习贾岛刻苦钻研、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优秀品质；学习贾岛热爱祖国、胸怀天下的

精神；学习贾岛不畏权贵、敢于讲真话、为民请命的风骨；引导学生以家乡名人为荣，培

养学生知家乡，爱家乡情怀。 

④ 通过课程开发与实施，使学校教育以更深层次地、更持久地影响师生、感染师生，真

正对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初中 
《寻千年贾岛 

弘推敲精神》 

① 走近贾岛其人、其诗、其生活时代，深入了解贾岛诗歌“奇僻”“清峭”的艺术风格及

贾岛严谨的创作态度、“苦吟”情节，全面感知、理解贾岛形象。 

②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学生通过遗址考察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感知贾岛人物

精神；培养学生收集、分析材料、利用信息的习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 了解在家乡的历史变迁进程中，这种人文精神的代代传承，增强学生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的热情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使命感和荣誉感。 

高中 
《贾岛诗歌 

鉴赏》 

①学习并鉴赏贾岛诗歌，要从情感培养、诗歌鉴赏和精神追求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感染熏陶，

进而提高学生诵读和鉴赏诗歌的水平。 

②学会辩证思维，用好扬弃的方法，大力提倡学生学习贾岛“学习和创作”的态度；掌握

诗歌学习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并形成相应的迁移能力；继承和发扬区域文化中的精华。. 

③通过讲故事、诵读、解读诗歌等多途径、多角度的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贾岛，挖掘贾

岛的优秀品质，进而在学习、继承和弘扬地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更深入的学习祖国悠久

的文化，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表 2 《知贾岛  爱家乡》校本课程内容（小学篇） 

章 节 章节主题 章节设计意图 

第一章 贾岛生平与遗址考察 
知其行，感受贾岛的故乡情结；培养学生搜集整理信息能力及实

践考察能力 

第二章 贾岛诗歌诵读 
在多种形式的吟诵活动中，知其人，悟其诗，感受古典诗歌文化

的意蕴美 

第三章 贾岛情景剧表演 
以情景剧的形式再现贾岛故事，学生在情境体验中品味诗人人格

精神 

第四章 贾岛诗歌鉴赏 
学习诗歌鉴赏的基本常识；感受贾岛诗歌的意境美；感受贾岛诗

歌的艺术魅力 

第五章 仿贾岛创编诗歌 
模仿贾岛诗歌的艺术手法，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兴趣，从而产生创

编诗的欲望 

第六章 
知贾岛 爱家乡 

主题班队会 

学习贾岛的创作态度“苦吟”和“推敲”，感知贾岛的人格精神：

“高洁正直、执著坚韧、真诚笃厚”等 

第七章 校园广播、板报 营造“知贾岛 爱家乡”的校园文化氛围 

第八章 贾公祠导游课程 
学生在导游实践中，体验导游礼仪与技巧，提升与人交流的基本

素养 

 

表 3 《寻千年贾岛 弘推敲精神》校本课程内容（初中篇） 

章节 章节主题 具体内容 

第一章 
走近贾岛 

感知“苦吟”形象 

第一节  出家为僧的贾岛 

第二节  在京为官的贾岛 

第三节  被贬出京的贾岛 

第四节  “戏剧”中的贾岛 

【拓展探究】 

对比分析：历史中的贾岛形象与“戏剧”中的贾岛形象有何异同？并探究

其根源 

第二章 诗歌赏析 第一节  赏其生活之思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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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章节主题 具体内容 

感受诗歌文化 第二节  赏其抒情之励志篇 

第三节  赏其写景之白描篇 

第四节  赏其状物之咏蝉篇 

【拓展探究】 

再拓展阅读贾岛诗五首，初步探究诗歌所折射出的人物性格及精神品质 

 第三章 
艺术鉴赏 

体味诗歌魅力 

第一节  贾岛诗歌中的“审美”艺术 

第二节  贾岛诗歌中的“白描”艺术 

第三节  贾岛诗歌中的“奇僻”诗风 

第四节 贾岛诗歌中的“清峭”诗风 

第五节 禅诗 禅境 禅意人生 

【拓展探究】 

历史上有“郊寒岛瘦”之说，试探究贾岛和孟郊的诗歌有哪些相同点呢？ 

 

表 4 《贾岛诗歌鉴赏》校本课程内容（高中篇） 

章节 章节主题 具体内容 

第一章 
走近 

房山著名诗人——贾岛 

第一节  诗人生平简介 
第二节  诗人轶闻趣事 
第三节  房山故里遗址 

【拓展阅读】 
寻找打开世界另一扇门的方式 
——从“推敲”“苦吟”看贾岛的精神底（陈启文） 

第二章 
吟其诗 

体悟贾岛的人格修养 

第一节  悟其至诚之美 
第二节  悟其高洁之美 
第三节  悟其坚韧之美 

【拓展阅读】 
贾岛的人格魅力与诗风       （布春城） 

第三章 
诵其诗 

感悟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一节  唐代科举制度的曝光者 
第二节  中唐下层士子生活的写照 
第三节  尊师信友的典型 
第四节  中唐社会多侧面的剪影 

【拓展阅读】 
简论贾岛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  （翁银陶） 

第四章 
咏其诗 

会悟诗歌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贾岛诗歌的白描手法 
第二节  贾岛诗歌的“苦吟”艺术” 
第三节  贾岛诗歌的写景抒情方式 

【拓展阅读】 
贾岛诗歌艺术审美谫论        （高天星） 

第五章 品其人其诗，学以致用 

第一节：理解“苦吟”精神的意义 
第二节  学贾岛炼字、炼句、炼意 
第三节  学贾岛写景、抒情、白描 

【拓展阅读】 
苦吟诗人贾岛的现实意义    （周二中） 

三、课程开发策略与过程 

（一）组织动员，成立开发团队 

研究伊始成立以教研员为组长，三位校长为副组长，以语文教师为主的课程开发团队，选定小、

初、高学校各一所成为首批基地校。 

（二）考察学习，奠定开发基础 

组织开发团队考察贾岛遗址。拜读研究贾岛的专著。拜访贾岛研究爱好者。考察、学习、拜访，

让我们初步感知到身边这位文化名人——贾岛。 

（三）组织研讨，制定开发方案 

组织课程开发团队第二次交流研讨活动，确定学段课程名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并根据学

段特点制定各学段课程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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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程跟进，解决开发困惑 

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及时跟进，或培训、或指导、或研讨、或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随时解决

教师的困惑。 

（五）交流展示，推广研究成果 

组织召开“教育传承文化——贾岛系列校本课程区级交流展示现场会，贾岛课程第一次由基地

校推介到全区。 

（六）精心研究，推出 BDS 录像课 

贾岛系列校校本课程的联合开发及 BDS 录像课的成功录制，为区域联合开发“教育传承文化”

系列校本课程提供成功范例。 

四、课程成果内容与创新 

（一）成果主要内容 

1．开发了贾岛系列校本课程读本：《知贾岛，爱家乡》（小学篇）；《寻千年贾岛 弘推敲精神》

（初中篇）；《贾岛诗歌鉴赏》（高中篇）。三个学段的课程既有交叉融会点，又考虑到小、初、高三个

学段学生的认知现状，从目标设定到内容的选择上兼顾各学段特点，难度分步上呈梯层上升。 

2．形成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途径、能力培养等贾岛系列课程结构体系。（参见图1） 

 

图 1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途径、能力培养贾岛系列课程结构体系 

3．逐渐形成了一套学段间联合开发系列校本课程的工作机制 

由于学段间各具特色，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必须形成相对稳定的工作机制。目前，形成共识的

工作机制有： 

（1）总体工作与学段特点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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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段工作与联合研讨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3）教育传承文化——贾岛系列校本课程年度联合展示工作机制。 

4．精心设计北京市数字学校名师课堂“贾岛系列校本课程”BDS录像课16节 

打破学段界限，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又进行了系统设计，从16个专题切入，较全面地展现贾岛的

精神境界及其遗址、诗歌内涵。16节 BDS录像课已全部在歌华有线播放。 

（二）成果创新点 

贾岛系列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为课程一体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探索模式，有助于形成

课程研究共同体，建立一系列联合工作机制，打造优质课程。其创新点体现在四个方面： 

1．贾岛系列校本课程的开发，打破了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单打独斗的局面，填补了我区学段间联

合开发优质课程的空白。 

2．学段间联合开发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形成课程建设联合研究共同体，促使区域课程建设在稳

步推进的基础上求。 

3．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途径、能力培养等贾岛系列课程结构体系的建构，为校本课程的

开发、实施、管理、评价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框架模式。 

4．贾岛系列校本课程 BDS 录像课成功录制，创出了两个“唯一”，为市区校本课程 BDS 录像课

增添亮丽的一笔。 

五、课程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 

（一）课程实施效果 

1．在学校层面 

（1）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契机，营造贾岛校本课程学习整体氛围。石楼大次洛小学以《传承贾岛文化》

为主题，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体设计。如：“推敲”与审美、“推敲”与健康、“推敲”与习惯等。 

（2）以德育活动为抓手，灵活实施贾岛系列校本课程。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体验让学生感

知贾岛形象，感受身边这位诗人，并通过诵读学习、活动体验弘扬贾岛精神，传承家乡文化。 

（3）以课堂为主渠道，提高师生诵读、鉴赏贾岛诗的水准，培养了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和模仿

创造能力，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和开发能力；在追寻贾岛“推敲”精神的过程中，教师对自己

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有了新的认知与变化。 

2．在市区层面 

（1）2010年，组织召开“贾岛遗址及诗歌课程化研究”联合研讨。贾岛研究爱好者，区政协的

有关领导参加研讨活动。这一人文资源第一次得到学校、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关注。 

（2）2011年，组织了“教育传承文化——贾岛系列校本课程区级交流研讨会”，以导游课程、情

景剧课程、唱诗吟诵、配乐诗舞等多种活泼的形式向全区展示与推广。 

（3）2012年，房山区主办主题为“山水清韵、推敲诗魂”的房山区第十七个“世界读书日”贾

岛诗歌咏诗会，这座寂寞了多年的贾岛祠终因课程的介入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4）2012年3—8月，贾岛 BDS 录像课的成功录制。16个不同的角度和专题，较全面地展示了贾

岛其人、其诗、其遗址文化。借此，将贾岛系列校本课程推向全市，乃至全国。 

（二）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此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但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还存在明显的问题：课程的丰富性、灵活性不够，

学段之间的课程内容有待进一步调整；在灵活多样的课程实施途径与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基于现存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与探索，以贾岛校本课程 BDS 录像课成功录制为契机，培训师

资队伍，加强教学研究，真正将优质的地域资源转化为课程资源，将课程资源转化为学生的生活体

验，让课程真正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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