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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青树教育基金会小型项目报告 

从 2009开始，青树小型项目由本地发起和实施，重在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以及“做

中学”。2012年，为支持草根图书馆的发展以服务地方需要，青树教育基金会小型项目向民间图

书馆协会及其附属图书馆有限度地开放申请。从 2012年 11月到 2013年 12月，10所学校图书

馆、3 所公共/社区图书馆，和一个图书馆支持组织（民间图书馆协会）完成了 30 个小型项目，

囊括了如下领域：	  

阅读和写作 	  

	  

甘肃通渭一中的《校园灵感小作家》和《读书明理探究活动》是两个具有典型性的阅读写作项目。

前者参加学生人数众多，活动众多包含日记、名著读后感、口头作文、命题作文等，但阅读、思

辨和写作的系统化设计有待加强。《读书明理探究活动》是一个包含合作学习的有一定深度阅读

写作项目尝试。项目设计引导学生进入阅读-‐质疑-‐辨析-‐明理过程，各学生小组共读一名著，将个

人静读、小组讨论、小组和教师讨论 3个环节往复轮替。小组合作编写的探究工作产品形式灵活，

可包括故事介绍、社会背景、人物分析、推荐摘抄、 主题探究、艺术特色/手法分析、读后感悟
等，让学生展示在识记、理解、分析、评估各个层面的认知收获，为学生的创造提供了空间。对

于贴近学生时代、生活、成长情境的著作，学生相当不错的原创的分析和表达，对于理性思考和

人生阅历方面要求较高的著作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学生在编写探究报告时暴露的在引用规则和学

术规范方面缺乏教育的问题，警醒我们在这一方面要通过项目实践不断补足。 
 
这一期的项目对青树的启发是，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要支持教师探索新型的阅读和写作相促进的

方式，精耕细作，致力于先在小范围内试验出一个有显著效果的活动模式，然后推广到更多班级

和师生。	  

 
探究性学习 	  

	  

江苏淮安一中的《太平天国的研究性学习》延续了该校连续两年历史探究项目的积累，教师对培

训和探究材料作了精心的设计,	  测评体系翔实具体。研究的规范性上较之过去有 2个进步：学生

的工作产品包含资料查阅记录，历史小论文均包含参考文献和引用。从历史小论文来看，对参考

文献的观点论据的综合、建立自己但思路和论证的过程中，磨练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逻辑表达的

能力，是提升历史分析能力很好的起步。	  

	  

民间花儿艺人们在庄浪河畔的小型花儿会，《天祝花儿》项目，甘肃天祝新华中学	  

	  

甘肃天祝新华中学的《天祝花儿》项目是该校继《天祝的人文地理探究》项目“Tianzhu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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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ject之后，第一个口述历史和文化实录项目尝试。19名学生对 3位花儿爱好者和研究

者,以及 1位民间艺人进行了访谈，其中 11名学生去小型民间花儿会采风,	  实录艺人演唱,和艺人

进行互动。访谈和实录都有具体完整的产出。难能可贵的是，主要设计教师还将花儿探究与语文

教学相结合，开设了面向 2个班学生的《诗经与花儿》专题课，学生仿写花儿并编作品集。经过

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学生在文化理解、民歌鉴赏创作、访谈能力、多媒体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展示了民族地区初中开展地方文化口述历史项目的益处和潜力。	  

	  
学生、老师、馆员在进行阶段性的讨论交流，《文化差异与地理环境》项目，陕西丹凤中学	  

	  

陕西丹凤中学的《文化差异与地理环境》项目是由地理老师携手馆员，引导学生探究文化现象成

因中的地理环境因素。教师和馆员遵循认知能力培育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规律来设计学习任务，

从概念学习、案例分析，到应用创造， 终针对特定文化现象，如身边熟悉的文化现象，或在旅

游中观察到的异地文化现象，分析其成因中的地理环境因素，并形成小论文。经成果测评和过程

反思，项目团队总结出从生活出发的主动式探究、教师引导下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等成功因素，

也发现了作为探究性学习的引导者教师和馆员在培训和辅导方面的不足：除了个别辅导，教师和

馆员应分别给予学生在地理实地考察和背景研究/信息素养方面的系统培训，而基于中间产品的

阶段性反馈和指导还需要更精细，才能维持合适的挑战度推动学生的自主学习。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植物鉴定，《校园植物鉴定》项目，贵州凯里一中	  

	  

在贵州凯里一中的《春三月，以成草木之长-‐-‐-‐-‐	  校园植物鉴定》项目中，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了植

物分类和鉴定的学习，为新校区的 50个树种藉本进行了鉴定并挂牌，并就疑难获取了当地林木

专家的帮助，亦是一个贴近身边的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同时服务校园社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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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 	  

	  

志愿者带领残障儿童和家长进行阅读活动，《面向弱势群体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项目，广西桂林图书馆	  

	  

本年度通过对民间图书馆协会提交项目的选择和资助使得青树能够服务更多的乡村社区。其中广

西桂林图书馆通过《面向弱势群体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探讨了盲童阅读推广服务的有效方式。

项目团队注重需求调查,反思和改进,每开展一次阅读服务活动包含写一篇阅读需求调查、一篇活

动方案、和一篇经验总结。在项目期间,举办了丰富的活动,形式有图书制作,	  绘本故事会,	  亲子阅

读-‐亲子绘画,手工制作,	  才艺表演,把针对残障儿童的服务纳入每月两次的“快乐一小时”儿童服

务,也同时进行了志愿者的发动和培育。项目小组成员也以论文的形式,对项目整体设计和其方法

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这一项目为残障儿童阅读服务成为图书馆常态服务进行了有效的团队能力建

设和经验积累。	  

	  

基础建设 	  

	  

本年度的小型项目还包括学校图书馆或社区图书馆（或其相关支持机构）的基础建设课题，如民

间图书馆协会的《文化火种通讯》项目进行了民间公益图书馆简报的编纂和分发，作为很多位于

偏乡一隅并没有互联网化的乡村图书馆获知业界动态的重要路径。陕西尧山中学的《数字资源库》

项目为师生建设了教学数字资源库，作为图书馆服务教学和倡导 IT技术运用于教学的重要举措。	  

	  

展望未来，探究性学习和社区教育服务仍然是学校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的服务核心，也是青树小

型项目 重要的两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