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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 ：课程改革的原动力
文     顾明远

学校教育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立足学生的

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

素养。当今世界各国教育都在聚焦对于人的核

心素养的培养。素养需要在长期的教育中慢慢

养成。为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基础教育学校

在课程改革方面要进行三方面的努力。

第一，将身心健康放在课程目标的首位。学

校教育不能只盯着书本知识，练就一身好体魄

是学习的前提。在体育锻炼中要培养学生坚韧、

友善、合作、民主、竞争等价值观。今天大力推

广的校园足球，其定位既包括强身健体，也包括

精神追求、团队意识等。学校教育中，学生良好

习惯的养成很重要。习惯养成了，自然就会变为

信念。比如，自己整理器材、装备，换衣、换鞋，

收拾东西，就是要培养独立生活的习惯。小时候

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长大之后就会有自力

更生的信念，不会依靠别人。另一方面，要培养

学生阳光、乐观的心态。热爱生活，自信、自尊、

自强；容纳别人，学会与别人友好相处。几次来

到清华附小，每到一处，学生们都会向我和其他

老师们行标准的鞠躬礼，附小的窦校长说清华

附小有三张名片：“微笑、感谢、赞美”，我想这

就是与人相处的礼仪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濡染

中，学生心态阳光、相处融洽、团结向上。如果

我们的学生都能有这样的心态，那么今天社会

上的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第二，课程教学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

力。学校教育不仅要给予学生必备的知识技能、

文化修养，更包括逐步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其中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重要。苏霍姆林斯

基说，一个孩子到十二三岁还没有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做老师的要为他担忧。担心他长大以

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今

天我们中国的学生，学业水平不成问题，但现

实中的问题是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学习变成

了完成父母、老师的任务，处于一种被教育、被

学习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怎能形成终身学习的

意愿和能力，怎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兴趣往往

从好奇心发展而来，学校教育要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功课太重会扼杀

儿童的好奇心，为此学校教育要思考该怎样建

立一种平衡 ：在保护好奇心的同时，增强学生

的思维意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小

学教育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地思考，勇敢地提问。

只有会思考、敢提问的学生才能对学习产生兴

趣。我在清华附小听了一节科学课，教学的主

要内容是“种子的传播方式”，老师在教学中并

没有着急地和盘托出，而是先让学生就这个问

芬兰提出：基础教育要去学科化，强调综合，提倡

从现象学的视角研究教育，这符合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综合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必须

提高教学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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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质疑，然后根据学生的质疑，展开教学，

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们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

断解决自己疑问的过程。我以为，这样的教学

方式，非常值得提倡。

第三，课程内容及实施要为学生打下走

向社会的基础。人都生活在社会中，这是人的

社会性。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要了解社

会，学会共处，学会改变，适应瞬息万变的

社会，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以自己的创

造性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特别是要关

注学生社会情绪的培养，要学会尊重别人、与

人沟通交流。尤其是当代社会，独生子女很普

遍，自我中心意识很强烈，培养孩子的社会情

绪，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增强自我管理能

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清华附小提出的学生发展五大核心素养

“身心健康、成志于学、天下情怀、审美雅趣、

学会改变”基于本校学生的群体特点，遵循学

校“为聪慧与高尚的人生奠基”的办学使命，体

现“儿童站在学校正中央”的办学理念，秉承

清华大学的思想与精神，体现出学校在立德树

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追求，深

入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五大核心

素养对国际上公认的关于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

“人与自我、人与工具、人与社会”都作出了自

己的回答。不仅如此，学校还通过“1＋X课程”

改革积极回答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怎么培

养人”的问题。

清华附小的“1＋X课程”改革在学校迈

入新百年之际又有了新的跨越。我感到，学校

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1＋X课程”是从培

养完整的人的高度出发，进行的大胆而又稳妥

的课程整合的尝试。比如他们的科学阅读课，

老师利用汇报，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学习科学知

识，这就是语文与科学的整合，很新颖，有

创新。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学会使用标签、便

条，并将这些标签和便条最后整理成表格，学

会了一种提取信息和整理信息的方法，这种方

式可以迁移到学生的其他阅读中。

这让我想到最近芬兰提出：基础教育要

去学科化，强调综合，提倡从现象学的视角研

究教育，这符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综合发展的

需要。只从学科的角度出发，不利于学生素养

的发展。比如，数学原来总是强调其集成性的

学习体系，认为不把目前的知识弄清楚，后面

的内容就学不会，就像不学代数，那么学线性

代数就会很难。但是现代社会的许多知识的学

习并不适用这种集成性的体系。目前的教育改

革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小学教育阶

段，必须提高教学的综合性。清华附小“1+X

课程”，强调学生的综合发展，提供丰富的选

择性和自主性课程，充分满足个性发展需要，

符合当今时代的需要。

除了课程设置强调整合，在课程实施上，

教师专业领域的整合就显得非常重要。教师要

做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会知识，而是让学生自

己去领会新的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让

学生勤于问“为什么”，而不仅是牢记现象

的结论。就像语文教学，语文课本发下来很多

学生一两天就看完了，每个学生对于课文都会

有自己的想法。老师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

字、词、句之外，还应该让学生将自己悟出的

道理讲出来。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思想不一

样，老师应该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思

考，这样他会受用一辈子。我一直主张小学老

师应该成为全能型老师，更好地整合各学科知

识。清华附小的老师正向这个方向努力，并用

实践证明自己的转型。我发现在他们的科学阅

读课上，学生所获得的远远超越于科学知识、

阅读能力，更指向于意识、审美、情感、价值

观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我认为，清华附小的课

程整合，除了展现学生的进步以外，还展现了

教师整合素养的提升。

清华附小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1＋X

课程”改革对于当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

价值引领的意义。祝愿清华附小的课程改革之

路越走越宽阔，希望所有学校的课程改革都能

做出成效。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

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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