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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 

内地教育系列 (1)：中华文化与美德的培育 

线上分享会摘要(20/11/202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周红娟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秉承「人格为先、五育并进」的办学理念，以培育「仁

爱、健康、智慧、责任」的少年为育人目标。学校围绕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开发了学科

拓展、体艺特长、综合实践三大类百余门校本课程。以下将以省精品课程《新丝路文化》

课程开发与实施为例，从以下六个方面来介绍校本课程如何进行中华文化与美德的培

育。 

 

（一）课程背景 

1. 地域特色：杭州是丝绸之府。学校周边的「蚕桑社区」就是原来的蚕桑村，它

和附近的笕（谐音「茧」）桥、乔司（谐音缫丝）、机神村等地名，形成了完整

的杭州丝绸生产链。 

2. 育人目标：采用跨学科学习，目的就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全人发展。 

3. 课程发展：起初以活动开展为主，后在学校课程体系下重新审视，顶层架构「新

丝路」文化课程，充分挖掘「丝路文化」的内涵，进行科学系统的设计。 

 

（二）课程目标 

1. 通过学习家乡历史、改革变迁、丝绸文化、丝绸之路等新丝路文化，了解家乡

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树立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培养学生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责任和担当。 

2. 通过参观博物馆、企业、基地等场馆，访谈围垦英雄、养蚕人、工匠非遗传承

人等人物，初步感受新丝路文化精神，初步培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传承创

新、开放包容等中华美德。 

3. 通过连结古今中外的丝路文化，比较中西方文化异同，激发学生走出家乡、走

出国门、探究世界的欲望，初步了解中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丝路的

伟大意义，开拓国际视野，树立文化自信 

4. 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实践，初步掌握方案设计、方案实施、成果总结等学习方

法，初步学会尊重他人的意见，赏识他人的长处，乐于与他人交流分享，提高

动手实践、综合运用、主动创新的能力。 

第三部份
校本课程

以《新丝路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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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内容 

 

 

（四）课程实施 

课程面向三至六年级学生，全员参与，还在校本选修时间由学生自主选修。同时，

借助各学科教材内容展开学习，并和德育活动整合。授课教师由校内老师承担，校外专

业人员协助。课程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和活动手册。课程采用五大实施策略，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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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关注的是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过程及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思考。评价原

则是「三多、三允许」，详见下图。 

 

 
 

 

（六）课程成效 

课程成效明显，尤其是学生的正面变化显著。学生对「新丝路文化」认同度明显提

高；学生综合探究「新丝路文化」的能力明显进步；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信心与积极性

得到提升。 

 

结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一

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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