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篆刻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篆刻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13位ISBN编号：9787561777619

10位ISBN编号：7561777612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华东师大

作者：谢卫东 编

页数：179

字数：1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篆刻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

前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上海市嘉定区方泰小学所创造的“金石文化社”及相应的“篆刻文化”校本课程令人叹为观止，实乃
我国小学校本课程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一切课程本质上是校本课程。
倘若把课程理解为教师与学生各自的经验或“个人知识”、丰富多彩的学科知识、鲜活生动的社会生
活诸方面的“合金”，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源自外部的“官方知识”（主要体现为各科课程标准
和相应的教科书）奉为至尊？
“官方知识”本质上是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的课程资源而不是教师和学生膜拜的神祈。
只有把“官方知识”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生活情境，并与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经验有机融合的时候，
它才最终转化为教师的“教学知识”和学生的学习经验，由此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个性发展
。
其实，所谓“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的“三分法”的规定，旨在表明国家、地方
、学校均有参与课程决策的权力，三者共享课程决策权，而非某一方独霸天下或各方分庭抗礼。
无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是一所学校已经积累的“学校课程”（“校本课程”），只有
成为教师和学生探究的对象并由此转化为教师和学生个人经验的时候，它才具有教育意义和发展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一切课程本质上是校本课程”这一命题。
那种认为学校教师只能忠实无妄、准确无误地完成“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然后在有限的时空
范围内孤立地搞一点“校本课程”以装点门面的做法，不符合课程改革所追求的解放每一个教师、每
一个学生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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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泰小学的“篆刻文化”课程显然属于狭义的校本课程的范畴。
在谢卫东校长的引领下，全体师生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务实精神，经过5年的不懈探索和
努力，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本书——《“篆刻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就是其诸多成果的一个缩影。
这项成果最显著的特点是：让个人投入到文化创造中，实现个人与文化的融合；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兴
趣并将学生组织成学习共同体——学生社团(即“金石文化社”)；发挥教师的课程创造性并把丰富的
社会资源融入学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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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聚焦“篆刻文化”项目　第一节　新时期学校办学特色定位　　一、SWOT分析法的应用　
　二、特色项目的选择　第二节　篆刻教育的价值与可行性　　一、教育价值　　二、实施的可行性
第二章　规划“篆刻文化”教育　第一节　教育目标　　一、教育主题的演进　　二、教育目标的内
涵　第二节　实施思路　　一、普及提高　　二、做实做大　第三节　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　
　二、经费保障　　三、设备保障第三章　开发“篆刻文化”课程　第一节　课程目标　　一、目标
定位的依据　　二、目标体系的构成　第二节　课程内容　　一、“赏”的内容　　二、“识”的内
容　　三、“书”的内容　　四、“临”的内容　　五、“创”的内容　第三节　课程结构　　一、
课程结构的内涵　　二、课程结构的构成第四章　编制“篆刻文化”教材　第一节　教科书的编制　
　一、指导思想与原则　　二、编制过程　　三、内容组织与呈现　第二节　教学参考书的编制　　
一、单元设计说明　　二、教学设计参考　第三节　学生练习册的编制　　一、以字帖的形式编写　
　二、摹临相结合　　三、与语文识字教育相结合第五章　实施“篆刻文化”教学　第一节　教学组
织与管理　　一、教学人员配备　　二、教学时间安排　　三、教学管理措施　第二节　教学策略与
方法　　一、讲解-演示法　　二、练习-指导法　　三、情境陶冶法　　四、榜样激励法　第三节　
学生评价策略与方法　　一、课堂教学评价　　二、争章活动第六章　营造“篆刻文化”氛围　第一
节　校园物理环境建设　　一、创建“三室一廊”　　二、校园和教室布置　　三、校园网建设　第
二节　开展篆刻主题活动　　一、班级主题活动　　二、“篆刻文化节”　　三、家长与社区联系园
地　第三节　社团组织建设　　一、“金石文化社”　　二、“金石沙龙”第七章　反思“篆刻文化
”教育　第一节　教育成效　　一、学生发展　　二、教师发展　　三、学校发展　第二节　思考与
展望　　一、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之间的关系　　二、篆刻文化教材问题　　三、篆刻文化教学问题
　　四、篆刻文化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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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篆刻的学习上有一句话，“七分篆三分刻”，意思是要学好“刻”，就必须学好“篆”。
“篆”要比“刻”在前，“篆”是“刻”的基础，而“刻”是“篆”的具体体现。
这里的“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篆文在印面的章法、布局；二是指篆书，因此练习篆书对于
学习篆刻尤为重要。
　　三年级的学生是形成自信心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身体和认知能力在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的孩子仍表现出自控力不强的显著特点。
而学习书法，众所周知能使人变“静”，培养人的专心、细心、耐心和毅力等优秀品质，从而促进学
生多方面素质的发展。
常言道：宁静致远，静能生智。
当一个人的心灵处于宁静状态时，其思维质量和办事效率也会很高，思考、解决问题更是思路清晰，
效率甚高；反之则心浮气躁、思绪混乱或语无伦次。
学习书法，要从一笔一画做起，有规有矩，如起笔、行笔、收笔都十分讲究，这好像做事，起笔像做
事的开端，行笔恰似做事的过程，收笔如做事的结尾。
通过练习书法，可以锻炼一个人做事认真、沉稳、有始有终的品格。
日复一日，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
　　因此，在三年级学生中开展软笔篆书的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力，有效调节和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日常行为，释放压力，养成专注细心的好习惯；也可以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
展。
同时，通过软笔篆书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性情，使学生的性情变得儒雅。
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腹有诗书气自华！
更可以为接下来四、五年级的篆刻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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