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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青树基金会小型项目报告  

青树基金会小型项目开始于 2009 年，由当地发起并实施，强调可问责性和透明度，

以及“做中学”。从 2011 年 11 月到 2012 年 12 月，12 所当地学校及公共/社区图书馆完

成了 21 个小型项目，涉及以下领域： 

阅读和写作 

 

两个英语阅读项目在关注点、目标人群、活动和产出上都有所不同，但都在执行和评价

上做得较好。甘肃凯里一中项目“教室里的世界英语 e 角”中 120 位学生搜索各国文化

相关信息并编纂英语文章，凯里一中的“快乐英语”项目中，20 多位学生精读复杂文

章，以及聆听、复述简单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是，从调查数据和学生例子中可以看到，

两个项目有一个共同的产出，那就是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有了提高。这表明，这些项目回

应了学生内心对于有趣的、富挑战性的学习方式的渴望。 

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项目包括人文方面的探究和科学方面的探究。 

人文探究 

作为一个历史学习的范例，“罗斯福新政”项目是江苏淮安一中历史探究性学习的第二

个尝试。教师利用了从 2010 年和美国圣迪亚哥的丘拉.维斯塔中学合作的“近代中国变

革之路“项目中学到的“基于文本的设问”方法，精心设计文本和问题，使其作用充分

发挥。尽管我们看到参考材料因为提供了观点的交叉互证，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据给予

了学生很大帮助，也看到了教师在分析中的指导，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薄弱和历史素养

的缺乏限制了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培养这些特质的小型项目确实很有必要，并且

任重道远。 

学生在角色扮演，“欢乐英语”，贵州凯里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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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研究项目的两个范例，甘肃天祝新华中学的“天祝文化探究”项目是来自这个

卫星馆的第一个小型项目。作为一个新手，项目的工作产品可圈可点。老师在全校范围

内引导学生进行当地各民族民俗文化，包括饮食、服饰、节庆、信仰、地名文化等相关

信息的搜集和综合，形成研究报告，举办研究报告的比赛。一些学生不仅从书籍和网络

上获取信息，还访谈了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老人。陕西丹凤中学的“商山四皓”项目是

一个 IT 教师引导的当地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学生对历史上四位圣贤隐士的经历进行了探

寻，并对后人评价这四位隐士的文章、诗歌、碑文等进行了搜集和研究。此项目在网络

信息资源的使用、多媒体展示、以及利用社交媒体向社区宣传项目和工作产品的上较为

突出。 

 

 

受甘肃天祝一中 2009-2012 口述史试点项目启发，该校教师申请了青树第一个口述历史

小型项目---“天祝走马文化”。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河西走廊的门户，丝绸之路的要冲。

善走对侧步的岔口驿马（又称“走马”）为当地优良品种，其昂扬之态为享誉世界的铜

研究石碑，“商山四皓”，陕西丹凤中学 

学生采访回民老人，“天祝文化探究”， 

甘肃天祝新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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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捕捉。长期以来，游牧文化的传统和商贸、驿运交通、政治军事、生产使役的需求

和孕育了包括繁育、驯养、交易、赛马等内涵丰富的走马文化。由于传统上走马知识和

故事多为口传心授，相关文献匮乏，走马文化未得到好的保护和研究。过去的天祝走马

文化是什么样子？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今的天祝走马怎样了？带着这些

问题，天祝一中师生访谈了养马人、贩马人、骑手、马术裁判和赛马会组织者，实录了

赛马会和养马驯马过程。结合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回答了研究设题。 

 

 

科学探究 

在科学项目方面，丹凤中学和通渭一中的“太阳能灯制作”以及通渭一中的“宇宙探索”

项目展示了我们的科学老师在探究性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以及青树基金会如何提供帮

助。“宇宙探索”项目用图书和网上信息作为参考（非常有限因为通俗科学在中国还处

于欠发达阶段），没有设计动手实验。学生在掌握这个宽泛的主题知识方面有难度。太

阳能灯项目基于青树开发的一个教学包（包括硬件装备、教学指导和课件例子）。通过

动手实验，学生有效地学到了一个具体范围内的知识，包括能量转换、电路设计。因此，

青树为科学探究性学习开发支持包（特别是实验装备和背景阅读材料）这一角色就显得

尤为重要。 

 学生在焊接元器件，“太阳能灯制作”，陕西丹凤中学 

村庄赛马会 (左), 养马人访谈 (右), ”天祝走马文化”, 甘肃天祝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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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 

本年度青树社区服务项目的特征在于和当地组织合作，将服务延伸到更多的社区居民。 

 

 

陕西丹凤中学的“幼儿家庭教育”项目将服务延伸至学校幼儿园，以提升家长对早期家

庭教育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学校图书馆员帮助幼

儿园老师团队在专业知识之外掌握了项目管理方法以便将来独立地运作这样的项目。 

 

 

甘肃通渭县图书馆的“携老网上游”项目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建立伙伴关系，为 30 名 50-81

岁热忱的学习者提供每周一次的信息技术培训。它吸取了我们在“天祝农牧民信息技术

培训”项目的经验，培训内容设计得简单易懂，贴近学员生活，目的在于让他们掌握有

家庭教育讲座，“幼儿家庭教育”，陕西丹凤中学 

信息技术讲座，“携老网上游”，甘肃通渭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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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应用，如健康网站浏览、听音乐看电影、淘宝网购、网上银行、和家人视频通话等。

手写式输入板帮助学员跳过了学习键盘打字这一对老年人来说学习信息技术的最大障

碍。在项目结束之后，这个信息技术培训现已成为通渭县图书馆的常态服务。 

结语 

作为青树图书馆改善服务和能力建设的主要工具，小型项目的实施使农村图书馆向着卓

越小步而稳定地前行。 

在人文探究方面，甘肃天祝一中 2009-2012 口述史试点和本期青树第一个口述历史小型

项目“天祝走马文化”均展示了口述历史是地方文化探究的一个非常适用的形式。在广

袤的中国乡村，尽管与本土文化相关的书面文献匮乏，但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活形态

文化资源却异常丰富。口述历史是收集这些一手资料的理想工具。 

在科学探究方面，青树需要延续“太阳能灯制作项目“的经验，为更多科学探究主题开

发框架和支持包。 

从迄今为止青树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项目中，我们能够看出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的缺乏

限制了学生探究的深度。为了培养这些品质，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培训与这些项目实践

进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