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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课程与学习任务单的应用
——以

“

走近 中 国 印刷博物馆
”

为例

□ 胡 灿

【摘要 】 博 物馆作为 公共服务机构 ， 其教育功能 的 实现越来越受 重 视 。 系 统规划 博物馆课 程 、 科学设

计 制 作学 习 任务 单 ，
是博物 馆课程 规划 与 实施 中 的 关键 。 师 生 共 同设计学 习 任 务单

，
统 一

学 习 任 务单模

版 、 设置任务单栏 目 知 识 与 能 力 梯度 、 改 变信 息从 单 向 传播到 双 向互 动
，
能提 升学 生 探 究 的 主 动 性 ， 减

少
“

观而 不 学
”

的现 象 ，
提升学 生 的学 习 实 践能 力 。

【 关 键 词 】 博物馆课程 ；
学 习 任 务单 ； 学 习方 式 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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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第二课堂学 习 的重要场所
，
博物馆作为公共清楚明了的 同时也支撑 了学科整体规划

，
两者结合 ，

教师

服务机构
，
其教育功能的实现越来越受重视 。 在博物馆课心中有数 ，

为后续的课程实施规划做好准备 。

程实践过程中 ，
我们不难发现 ， 依然有相当

一

部分同学存２ ． 充分借力 校外课程资源 与 网络资 源

在
“

观而不学
”

的现象 ，
这不免让教师暗 自 神伤 ， 为之惋博物馆是非常珍贵的学习场所

，
但需要做的学习配套

惜 ＾ 如何借力博物馆资源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
开发 出合比较多

，

夕卜出实践活动需要付出 的时间 、 精力也是相当多 。

适的学习任务单 ，
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 本文以

“

走进中 国作为教师
，

在做整体规划时
，
可更多地考虑地区博物馆资

印刷博物馆
”

为例 ，
论述在博物馆课程学 习 中 的

一

些实践源 、 社会实践资源因素 ，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

与思考 。北京地区的博物馆资源较多 ，
２０ １ ６ 年

，

北京教科院基

＿
、 。础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发布 了 《基于社会资源教学实践课程

＿〉

－书
，

系统梳理了 北京地区 的社会大课堂的资源 。 其

１ ． 建立博物馆课程规划 意识中相当
一部分跟历史学科有关 ，

可供参考 。

既是课程 ， 则必须提及课程规划 。 博物馆学习是
一

种很多博物馆建立了访问官网 ，
这也为学习 者提供了很

社会实践学习兼
“

专门
”

课程
，
同样也需要规划 。 我们分好的资源 ，

对于非本地区的博物馆
，
其内 容如果非常符合

为三级进行课程规划 。

一

级课程从宏观整体人手
，
对本学历史学科主题学 习

，
在紧扣学习 目 标的前提下

，

教师可以

科课程进行整理分析与三年规划 ；

二级课程则 以学期 为单考虑做在线学习课程设计 。 比如 ， 针对北京地区的学生 ， 关

位
，

从具体的单元内容 、 课程标准 、
教学内容 、

教学 目 标 、

于甲 骨文 、 造纸术 、 故宫 、 圆明园等等这样主题
，

可 以分阶

重难点 、 关键理解 、 评价方式 、
学习配套 、 学 习平 台 、

学段走进博物馆参观
，
而秦始皇陵兵马俑 、 敦煌艺术 、 丝绸之

科综合实践活动等几个维度进行学期规划 ；
三级课程

，
则路等主题可 以进行在线学习

，

同时还可 以两者结合 ， 博物馆

具体 以学时为单位细致化 。 博物馆课程作为一种学科综合参观前后也可 以以在线学习作为辅助学习方式 ；
而对于其他

实践课程
，
在规划时 ， 依然紧扣整体的学科规划 ，

根据学地方的学习者 ，
同样可 以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在线资源 。

科 目标进行相应的规划 。充分考虑 以上两点
，

在此基础上 的博物馆课程学习是

与此同时
，

博物馆课程规划
，

可 以独立形成体 系
，
结充分准备而非一时兴起而产生 的

，
是紧扣学习 目标而非漫

合二级课程规划 （每学期的课程规划 ） 进行 。 梳理每个学

期的学 习 内容与 主题 ’ 搜罗资源
，
筛选适合进行学科姚二 科学设计学 习任务单及相应的学习 配套

活动的主题
，
确定学习 目 标与学习方式 ，

列表整理 。 与学
＇

科整体课程规划相比 ，
这样的梳理相对简单

，
独立成体系

，
在学生进行博物馆课程学习效果不好时 ，

笔者曾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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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学生的驱动力不够
，
是不是因为 目标不明确 ？ 学生的 ［学：知结合 ］

参与度不够
，
是不是因为设计思路凌乱 ，

是不是 因为评价请找到雕版印刷 、
活字 印刷 的代表藏品 ， 同 时结合印

雜验料
，

将相关信息填写在下方表格中 。

过于单调 ， 缺乏挑战 ，
抑或挑战太大 ？ 或许 ，

问题不在学￣￣ ￣

̄

生那里
，
在作为课程实施的设计出 了 问题 。 因此 ， 笔者和

历史学科团队进一步做了调整与梳理 。 以下的论述说明均称


围绕
“

走进中 国印刷博物馆
”

社会实践活动来说明 。刻 印者


１ ． 科学设计学 习任务单刻 印时期


针对
“

走进中 国 印刷博物馆＇ 我们设计的 主题为 ：

探秘中华印刷源流 ，
弘扬中华印刷文明 。 考虑到学生考察印刷体验

（
请分别展示一张

学习的容量 ， 更充分地聚焦学习 ，

设计了两个不 同主题的你 比较得意 的印 刷体验作

任务单 。 主题
一

围绕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探究——印刷术产品
，
简述印刷一件雕版／活字

生的背景
，
主题二围绕印刷术发明之后探究——印刷术的印刷作品的过程。 ）

发明 、 发展与传播 。 每个小组选择其中
一个进行探究 。比一比

（根据个人印 刷 体

（
１

） 建 立学 习 任务单模版 。 内容主题框架确定后 ，

设验
，
结合参观所得 ， 请你

计形成固定的学习任务单模版。 具体设计时可以进行板块谈二谈两种印刷 方ｋ的 优

调整
，
但也有固定的内容 。缺点 。 ）

以
“

走进中国印刷博物馆为例
”

，
包含以下 内容 ： 任务

单主题 、 个人信息填写栏 、 导言与 知识链接
、
知识引航 、例 ２

： 充分利用学生的信息素养 ，
设置以下栏目

：

馆 中发现 、 拓展实践 、
学知结合 、 思考延伸 、

集体创作与【思考延伸 】

评价量表 。 此次印刷博物馆两个不同主题的任务单 ， 在导一起来 支招 （二选一 ）

言和知识链接上内容是
一致 的

，
都有集体创作部分和相应（

１
） 请登 录 中 国 印 刷博物馆官 网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ｃｈｎｐｍ ．

的评价量表
：

其他版块根据主题本身和藏品情况从中挑选ｏ ｒ
ｇ ，

如果你受邀成为 官 网 的设计师
，

从栏 目 的设置 、
栏 目

适合的活动进行设计 。

的 内容
、
呈现形 式是否有更好的修改建议 ，

可 以让更 多 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

我们每
－个任务单 ， 都有固 定的

人 了 解 中华印刷文化 ，
传承中华印刷文 明 。

栏 目
： 个人信息填写 、

导言与知识链接
、

巧白

弓

巧⑵ 请添加 中 国 印刷博物馆公众号 。 如 果聘请你为微
这些 内容 ， 能充分助力学生了解此次活动的主要信息 ，

同

时方便学生进行 自 主学习 。
信运营官

，
你会设置哪些栏 目

， 推送哪些 内谷
，

可 以让ｔ

（２ ） 任务 单栏 目 知识 与 能 力職设置 。 以上哺臓
多 的人了 解 巾华 印刷又化

’

传承中化 印刷 又明 。

设计并非
一

时兴起而产生 ， 在设计过程中 ，

我们特别注重这样的任务设计 ，
学生探究的主动性大大提升 ，

我们

每个栏 目本身 的知识与能力梯度 ，
参考了布鲁姆教育 目标发现学生不仅充分调动 了学科知识

，
同时在其他方面将综

分类法
，

从记忆 、 理解
、
应用

、 分析 、 评价 、 创造等几个合能力和小组合作素养体现出来了 。

维度去设计 ，
不
一

定每一次都要一一对应
，

可 以选取其中２ ． 学 习任务单设计 与 实施的程序

几个能力层级进行设计 。 这样的设计 ， 能够助力学生进阶在实践过程中
，

笔者越来越意识到 ： 博物馆课程学习

学习
，

从易到难
，
给学生支点 ， 推动学习的深人。虽然需要聚焦在科学合理设计学生任务单上 ， 但同时 ， 任

（３ ） 注 重 从 单项传播 到双 向 互 动 的 转 变 。 任务单的整务单背后相应的学习统筹安排更不能忽视
，

这是完成任务

体问题设计上 ，
我们力求实现

一

种转变 ： 把博物馆作为原单的重要支撑 。

来单项传播学习 的场所 ， 变成学生 自主探究学习的场所 ； （ １ ） 行前教 师踩点 与 学 习 方 案 制 定 。 首先 ， 教师团队

注重互动性 ， 学生与展品之间互动 ， 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 ；

的踩点是前提
，
在此不赘述 ； 其次

，
则是详细周全的学习

力求更多的连通 ，
展 品 、 课本知识 、 学习体验的连通 ……方案 的制定

，
笔者 的团 队指定的学习方案分为两个版本 ：

从而实现博物馆学 习从单项传统到双向互动 。 在此分享两教师版 、 学生版 。 这个学习方案就是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它

的一个总纲
，
目 的在于信息同步学生和老师 ，

在整个过程

例 １ ： 起初设计任务单的时候 ，

我们请学生去査找雕当中我们将要走向哪里 ， 我们要培养什么
，
在这个过程 当

版印刷 品 、
活字印刷品的藏品 ，

思考两者的局限性 。 在修中我们所有任务和安排是什么 。
我们希望在设计任何一个

订反思任务单的时候 ， 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调整 ：

课程的时候 ，
能够彼此明确

＾
们共同的学习 目标。

这个学

第
一

内容设计停留在査找上
，
第二非常枯燥 ， 对于学生而习 目标

，
分为行前 、 行中 、 行后三个环节的 目标设置 ， 学

言 ， 看到此任务单 ，
探究欲望和兴趣提不上来 。 修订之后 ，

生有特定的三维 目 标
，
教师同样也有特定的个性 目标

，
我

设计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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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模型制作
”

转变

初中历史学习方式的探索

□ 王红光

【摘要 】 常 见 的历 史 学 习 方 式 主 要是课 堂 听讲和 图 文探 究
，
很 多 时候是 以

“

听 中 学
” “

看 中 学
”“

读

中 学
”

为 主 ，
文 物模 型制 作 更注 重

“

做 中 学
”

。 文 物模型 的制 作可 以从简 单 制 作入手 ，
课 内 外结 合 ，

分专

题进行
，
或跨学 科整合 。 文物模 型制 作 需 要 师 生共 同进行规划设计 ，

一定程度 上 丰 富 和 改 变 着 学 生 的 历

史 学 习 方 式
，
提升 学 生 的历 史核心 素养 。

【 关 键 词 】 文 物模型制 作 ；
学 习 方 式

；
做 中 学 ；

历 史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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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习是
一个运用多 种方法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历史

知识 ， 再到ＳＩ解历史的过程 。 《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中强调 ：

“

引 导学生学会学 习
，

学会思考 ：根据 日 常教学 中 的观察 和调查
，
我 们发现初 中学生

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核心
，

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对历 史学 习较感兴趣 ， 但在学 习历史 的过程 中或多或少

程
，
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

。 如何深人落实课标精神 ？地存在着
一些问题

， 诸如 ：
学生主要是通过教师 的讲解

更好地更新和转变初 中学生的历史学习方式 ？ 笔者和 团队和 对文本
、
图 片等资 料的探究来学习历史

，
学习方式不

成员一起带领学生进行了
“

文物模型制作
”

的探索和实践 。 够 丰 富 ；
学 生仍然 感觉历史 比较遥 远 ， 有

一

定 的 距离

氺 本 氺 氺 氺 氺 本 木 氺 氺 本 氺 本 冰 木 本 木 氺 氺 氺 木 氺 木 氺 本 木 氺 木 木 木 氺 木 氺 ＊木 木 氺 木 ：
（
； 氺 氺 木 木 本 本 氺 氺 木 本 木 氺 氺 木 氺 木 氺 木 氺 冰 氺

从教师基本功上 ， 都有所提升 。象
，

通过我们的方案 、 任务单进行小组培训和集体创造
，

学习方案主要包括这 四个方面 ：
主题 、 学习 目标 （

教我们发现学生从原来的无驱动到 以终为始 目标明确 。 从原

师 、
学生

） 、 实践活动阶段推进安排表 、
学生学习过程 、 实来单向传播

，

到人与人 、
人与物之间沟通 ； 从原来关注学

地考察安排 （上文所提及 的学习任务单单列 ） 。 整个学习方科知识 ，
到关注学科素养培养 ；

从单一资 源的利用
，

到整

案我们是立足于紧扣课程 目标 ， 关注小组合作分工 ，
明确合多样资源 ；

从原来单项任务寻找 ， 到创造层级的发生 。

目标 ， 体验全过程 。而更令人欣慰和欣喜的是 ，
整个过程之后还有很多学习

（ ２ ） 学 生培 训 与 准备 。 学生培训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
在继续延伸 。

一

是每个小组的成果积累
，

通过学校云平台积

包括以下 ： 阅读学 习方案 、 学习任务单 、 评价量表 ；
如何累了此次学 习 的所有过程记录 ：

学习方案 、 小组任务单 、
小

合理小组分工 ； 准备工作指导与分享 ；
查找任务单相关资组作品 、

小组合作场景照片
；

二是各个小组建立了这样
一个

料指导 ；
博物馆现场体验小组合作指导等 。 这要求教师 团群组

， 看到与活动相关的主题文章大家还会互相分享推荐 。

队细致进行
，

这是小组合作的重要支撑 。学习任务单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
还有

一

些疑问要

（ ３ ） 小 组作 品 汇报 与 互 评 。 如上文提及 ， 我们设置 了继续探索 ，
主要是以下这几个方面 ：

一

是关于全过程的聚焦

任务单 ，
在实践活动后 ， 学生小组需要整理 ， 形成汇报作学习 。 我们真心地希望学生能够很好地利 用参观博物馆的时

品
，

一

是对任务单基本内 容完成情况进行汇报
，

二是对集体间
， 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地投人 ，

聚焦学习 。 但是实际上学

创作部分和小组的延伸学 习进行作品分享 。 在任务单集体创生的学习是有选择性的
，
如何增强学 习的选择性需要研究

；

作部分 ， 我们设置 了评价量表 ，
这个评价量表主要聚焦在 紧二是我们在关注课程知识的巩固拓展到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

扣课程 目 标
，
关注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 ， 要求小组合作探策略还有待进

一

步改进
；
三是整个任务单 的学习 活动 的设

究
，
体现其信息媒体素养 ， 体现学习和创新技能 。 学生小计 ， 与实际发生的学习 活动和行为 ，

以及与评价量规之间
，

组展示和互评同时进行
，
有效指向整个学习过程 。如何保持一致性

，

又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大问题 。

整个学习过程 中 ，
我们发现很多在悄然发生改变的现（

组稿 ： 刘 汝 明编辑 ： 张 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