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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河中学是一所拥有 145 年丰厚历史底蕴的传统名校，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一直具有其独特的创

造性，是京城各中学中最早设置校本选修课程的学校之一。 

潞河中学的校本课程开设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初期，在传统的“中学”课程基础上引入“西学”

课程，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譬如语文学科在不同时期成立的红楼文学社、潞园文学社，红楼新闻社，

叮叮剧社等文学社团，学生编辑出版的益智周刊、潞园校刊等，这些课程为学生发展提供了一个有

力的平台，促进了学生多元的发展。回看历史，发现自身特色，正视现实，从新课程理念中找到理

论依托，给自己定位，确定具有潞河特色的课程发展特点。 

潞河中学语文教研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于 2008年 7月开始，对校本选修课程进行重新定位与

整合，逐步建构了符合学校校园文化特色的课程框架体系。 

一、校本选修课程研发过程中的审视与定位 

我们在高中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思考校本选修课程的研发与实施。因此我们遵循如下原则： 

校本选修课程研发要适合学校实际和学生发展需要，尊重并满足学生的差异性特点和多样化需

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权力。 

校本选修课程研发要体现校本选修课程“以校为本”的特点，充分开发潞河中学独具特色的历

史人文方面的校本资源，就近取材，各取所需，不拘一格，各有所得。刘绍棠是从潞河中学走出来

的一位文学才子，是大运河岸边成长起来的通州乡土作家。他作品中浓郁的运河风情和潞园记忆是

学生身边最有价值的校本资源。 

校本选修课程研发体现校本选修课程“以生为本”的实施方式。学生所熟知的生活环境与独有

的生活体验是丰富的校本资源之一。 

校本选修课程研发体现校本选修课程“以师为本”的建设方式。教师既是校本课程的实施者，

更是校本课程的建设者。潞河中学语文组老师群策群力，编写完成了校本选修教材《运河·潞园文

化》、《潞河中学国学读本》，在校本选修课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二、潞河中学语文学科校本选修课程解读 

（一）“国学经典课程” 

第一模块“国学启蒙”。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声律启蒙》《国学概论》等课程。 

第二模块“诸子的智慧”。包括“大道论语——《论语》精读”，“《庄子内七篇》精解——浪漫

风骨”，“老子的智慧——《道德经》精解”。 

第三模块“诗词之美”。包括“唐诗名句精典解读”，“《诗经》精读”，“宋词名篇精读”，“魏晋

名士之风流”，“《山海经》万物博志”。这一模块意在培养学生的诗歌素养，培养“感受•鉴赏”的审

美和探究能力。从“诵读、感受、鉴赏”三个层面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提高文学修养。 

第四模块“经典研读”。如“名著导读”、“史家绝唱中的几个美妙音符”、“《红楼梦》诗词曲欣

赏”、“《史记》中的爱恨情仇”等。这一模块内容丰厚，旨在丰富学生文化内涵，促进学生的思维发

展，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研究的过程。 

（二）“运河·潞园文化”课程 

“运河•潞园文化”由四种课型构成，分别是“作品赏读、写作训练、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

由老师确定自己的选题。目前选题有：运河岸边——作家作品赏读课《运河·潞园文化》，通州人物

——研究性学习“通州人物研读”，潞园记忆——语文实践活动课“校友追访录”，一方水土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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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训练课“我手写我家乡，我手写我乡情”。 

1．运河岸边——作家作品赏读课《运河·潞园文化》 

这一课型开设目标是赏读作家作品，以校本教材《运河·潞园文化》为文本依据，例如韩丽老

师的“那时通州——王梓夫《漕运码头》作品赏析”，孔桂芝老师开设的“打糊饼·榆钱饭”，都是

这一模块里的选题。 

2．潞园记忆——语文实践活动课“校友追访录” 

例如刘晓蕾、钱朝霞、邓强三位老师带领文学社学生展开的社团实践活动课“走近学长刘绍棠”，

陈芳老师的“潞园人物访谈录”等，都是在这一模块上做出的努力和实践。 

3．一方水土一方人——写作训练课“我手写我家乡，我手写我乡情” 

郑铉老师开设的“一方水土一方人——通州人笔下的运河风情”课程。“一方水土一方人——潞

河人笔下的潞园”是其中的一个章节。 

（二）文学社团课程 

“潞园”文学社课程包含四个模块： 

第一模块：社团活动课程化。以校本教材《运河•潞园文化》为文本，进行作家作品赏读学习，

提高文学社成员文学素养，传承“运河•潞园文化”。 

第二模块：采风与文学创作。加强文学社写作实践能力，提高写作水平。 

第三模块：潞园访谈。文学社还承担着宣扬潞园文化精神的重任，通过采访等语文实践活动，

深入了解校友在潞园的故事，挖掘校友宝贵的经验和可贵的品格，培养学生的“爱校情怀”，以及对

母校精神与理念的认同感。 

第四模块：社团交游。北京各中学的文学社团已发起创建了属于学生们自己的“天道杯”作文

竞赛活动，在彼此交流学习中，社团在发展成熟。 

三、语文学科校本选修课程的特色与创新 

（一）对学生而言，增加了学习语文的情趣，拓展了学习语文的空间 

1．课堂形式的变化。在郑铉老师写作训练课上，少了应试作文的套路和拘束，在自己熟悉的潞

园中撷取自己感兴趣的风景。同样的潞园，同样的风景，同学们笔下的潞园却情致万千。学生自己

设计的作文稿纸颇具情韵，作品展示，小组评价，组长推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在校本选修课

程里都感受到了语文课堂本应具有情趣与兴致。 

2．课程内容的丰富。贾一震老师在我校“潞河讲坛”上开讲“孔门玄机——《论语》入门”“上

善若水——《道德经》入门”颇受欢迎，周四晚上的阶梯教室爆棚满座，贾老师神采飞扬，展现着

他独有的课堂魅力。陈礼旺老师连续四年的校本课“国学之孔孟的智慧”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和

思维空间，促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思考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在努力使学生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

准则方面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3．研究性学习方式带来的收获。王友珍老师在高二五六学段开设了“逝者李卓吾——追寻一位

思想家在通州的遗迹”，学生连着两个学期选修这一课程。 

（二）对教师而言，校本选修课程的开设，提升教师专题研究的能力，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完成了校本选修教材《运河·潞园文化》一书。通过老师们的努力，编纂了一部能够记写运河·潞

园文化的书稿，留给后代，让他们了解通州的往昔，回味运河岸边的故事，在潞园记忆里找寻青春

的脚步，从而传承潞园文化，培养潞河人创造的精神。 

真正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贾一震老师在我校“潞河讲坛”上开讲“孔门玄机——《论语》

入门”“上善若水——《道德经》入门”，古文功底深厚，在 2011年北京市首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

中荣获一等奖。郑铉老师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写作训练课”，倡导“我手写我家乡，我手写我乡

情”，受到多方好评，该教学设计被评为北京市一等奖。2011年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 

（三）对语文课堂而言，以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为主线的校本选修课程形式补充和丰富了国家课

程，更有利的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语文能力。例如“走近学长刘绍棠”“潞园人物访谈录”等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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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课程，需要学生与长辈师友交流采访，在交流采访中逐渐培养了学生的语文素养，使之言谈举止

能够得体大方，语言交流善于机智变通，拿捏分寸。 

（四）文学社团的课程化，建设“运河•潞园文化”校本课程双翼化的课程特色 

把“潞园文学社“的活动与校本课程“运河•潞园文化”结合起来，提出了“文学社团建设课程

化”的理念。这得益于学校领导和教学处对语文组课程建设的大力支持。学校安排专职辅导教师，

并利用校外资源，使我们的文学社团既有校本课程的课堂学习，又有课外语文实践活动，又有作家

的指导与提携。同时精心打造《潞园》校刊杂志，使其成为学生老师的实践平台，从而建设“运河•

潞园文化”校本课程双翼化的课程特色。文学社课程常态化，每周二第八节为文学社上课时间。四

位指导老师负责课程实施。以校本教材《运河·潞园文化》为文本依据，赏读作家作品，也邀请作

家进校园，和学生一起学习他们的作品。有采风与文学创作。文学社创作并演出课本剧“穿越时空

的爱恋”——文学社课本剧《孔雀东南飞》以及《蒲柳人家》，文学社在 2012 年暑期，在作家王梓

夫老师带领下进行了大运河采风活动，这样的生活实践让语文学习具有生命的活力。“潞园”文学社

成了潞河师生语文梦想起飞的平台。 

“潞园文学社”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得到了飞跃发展。2009 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人民文

学杂志社、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全国九十九佳文学社”称号；2011年 7月，由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全国中语会联合主办的会刊《文学校园》第三期把“潞园文学社”

作为先锋社团推出，于 2012 年 7月获全国百强文学社。 

学生个人在文学上得到了发展。“潞园”文学社的发展让学生的文学情怀有了释放的空间，文学

之梦可以实现的机会。2011 年 11 月 14 日，《中国教育报》第八版发表了我校维族学生麦麦提敏的

诗歌《我的老爸是个农夫》。2012 年 2 月，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麦麦提敏的诗集《返回》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4 月，《诗刊》下半月刊以头版头条大篇幅登载麦麦提敏的作品。6 月中

旬由中国作协和《民族文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研讨会，校长携学生一同参加

了这次会议，受到作协主席铁凝的好评。 

四、课程研发与实施过程中的思考与可持续发展 

思考的第一点就是校本教材该教什么，怎样教的问题，其实也是人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于语文的意义在于明确了语文课程的两个层面：国家课程必修模块、选修模块和地

方校本选修课程。地方校本选修课程是最能体现创造力与学校学科特色的一个板块。 

譬如校本教材的研发与使用。潞河中学《运河•潞园文化》校本选修教材的内容完全取材于学生

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生活，体现出以“校”为本的特点。与国家必修教材不同的是，这本教材是一

本从学生语文实践的角度设置的实践性教材。在设计编排上没有依循“选文—练习”这样一个传统

的教材编写思路，而是体现出以“生”为主的特点。教材中的每一个阅读文本都配有“阅读提示”

和“阅读延展”，有的还设计了“语文学习实践活动”或“综合性学习建议”，学习内容更多是从学

生学习的角度去设置，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实践性。 

但是在使用这套教材的时候发现有些老师依然按照传统教法，课堂没有新鲜感，学生不爱学。

这套教材选文难度都不大，校本教材该教什么，怎样教，是值得思考的，也是课程发展必须解决的

一个问题。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理念更新做起。让老师具有积极而科学的课程理念，才可更大量地

释放校本选修课程的能量。 

思考的第二点是课程特色与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学生是否在学习适当的课程？国家课程中已经

设置了必修（五个模块）、选修课程，再研发实施校本选修课程其意义何在？校本选修课程怎样让学

生获得更为积极有益的经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校本选修课程如何与国家课程的形成互补？ 

在校本选修课程设置上不能过多过杂，应有培育和打造精品课程的意识。追求特色课程，追求

有深度意义的语文校本选修课程。 

目前“运河•潞园文化”校本课程和文学社团课程化建设整合在一起，潞园文学社成了课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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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平台。优点在于易于实施，具体可操作，也颇有收效。几个选题好像就是给文学社量身定做

一样，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课程设置的最初意图并不是只为 50多名文学社学生，我们也在思

考该如何扩大这门校本选修课的受众，让这门课程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也调整学习方式，以研

究性学习的形式，并和学生的社会实践课题相结合，有了很好的课程效果。学生人数虽少，但五六

人在一起研读文本，探访实地遗迹，到通州博物馆查找资料，学生的学习充满了乐趣。学生的学习

报告分别获得了通州区研究性学习报告一等奖。 

在路上，思考与探索将赋予我们职业的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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