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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青树教育基金会小型项目报告 

从 2009 开始，青树教育基金会开始通过小型项目来支持合作学校或公共/社区图书馆的服务

试点。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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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青树项目的新动向是口述历史项目经由 2009-2012 年在天祝一中试点成功之后在青

树各校的推广。2013 年 7 月青树工作坊的口述历史课程帮助教师和馆员们建立了对口述历史的

系统了解，并鼓励他们进行尝试。从 2013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2 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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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个小型项目，囊括了如下领

域： 

阅读、写作和艺术 

 

 
学生在读武关遗址的墙头诗，“本土文化与古诗词阅读”，陕西丹凤中学 

 

本年度的阅读项目已从“读书“拓展到”行路“。在丹凤中学《本土文化与古诗词阅读》项目中，

教师组织和指导学生查阅本土诗词和相关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并就诗词所吟诵之历史地点或事件，

如当地古关隘，进行实地考察。学生综合阅读和考察所得，分析古诗歌内涵，写出读后感或评鉴

文章。师生共同考察，同题写作，交流促进。从学生作品中，我们看到学生对古诗文的鉴赏力之

提升，本土历史文化对学生的滋养，以及学生和家乡情感联结的加深。在项目评估和反思中，我

们也和项目团队一起探讨了后续的两个可能方向来加强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思辨能力，一是文史不

分家，评鉴文章在品评历史的同时，暴露了学生”论从史（证）出“等历史探究能力的不足，项

目再深入可以演变为一个历史探究和写作；二是可将探究的面拓宽为本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本

地方言、饮食文化等，更贴近学生生活，易于他们自己去走访和发现，培育桌面研究之外的研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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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填词创作，“校园乐曲填词创作室”，甘肃通渭一中 

 

本年度的阅读和写作项目也开始了和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尝试。通渭一中的《校园乐曲填词创作室》

由语文教师协同计算机教师和音乐教师设计，与音乐社团合作。60 名学生组成小组，通过阅读

相关书籍、网上学习歌曲实例、及教师培训和指导下的填词和视唱练习来学习歌词创作，还通过

校园歌曲歌词征集活动和歌手大赛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和关注。通渭一中

的《提高艺术鉴赏力的阅读》项目则将阅读和写作与音乐鉴赏相结合，鼓励学生们对各自感兴趣

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进行聆听鉴赏，阅读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艺术发展脉络和手法评价，并在此基

础上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聆听感受和对其内涵和价值的理解。 

 

探究性学习 

 

在本期小型项目窗口，不少初入探究性学习的教师利用小型项目进行了课堂内的探究尝试。而口

述历史和地方文化探究作为目前青树学校以社区为中心的探究的主要形式，因 2013 年 7 月口述

历史系统培训的引导和推动，变得更为深入和活跃。 

 

课堂探究----探究尝试 

 

 

学生在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地理课堂体验性学习的建构策略”，江苏淮安一中 

 

丹凤中学的《科学探究在高中化学必修课程中应用》以及淮安一中的《地理课堂体验性学习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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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策略》是课堂科学探究的典型例子。虽然学习过程是针对问题的探究（比如正午太阳高度角如

何计算），且能够和实际应用做些结合（比如正午太阳高度角可用于推导住宅公寓楼最小楼间距

等），但探究设题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开放式的问题，而是课本上的知识点，是教师完全知道答案

的题目，所以真正开放式探究的成分少，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得不够。而真实生活问题设题很可能

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调动各类知识和技能进行跨学科探究，需要结合社会的专业资源，如何来做还

需要青树学校摸索。 

 

 

学生在授课演讲竞赛中，“以班级为单位试点阅读和探究性学习建设”，贵州凯里一中 

 

凯里一中《以班级为单位试点阅读和探究性学习建设》是一个由学校图书馆进行阅读建设和推动

班级探究性学习试点的案例。1）在阅读建设方面，找书竞赛吸引了学生，班级图书角让学生直

接受益。读书会的读后感和交流照片证明了在大范围如学校或年级的阅读浅交流之外，以班级或

兴趣组为单位的小范围深交流对孩子们来说也很有必要。总之，让孩子们既能找到志趣相投的读

友，又能通过大范围的交流，不断拓宽自己的阅读涉猎范围。2）作为探究性学习的初步，语文、

英语、历史和地理教师进行了课堂之内的教学法探索，引入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以教为学等

方式。比如地理，在学生们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利用所学的地理知识向同学们展示自己心目中最

佳的中国旅游地，地理常识小讲座等。历史“我的课堂我做主”活动，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部分

的历史教学以学生小组授课演讲竞赛的方式来进行，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练习了资料搜索和课件

制作，提升了表达能力。将来的探究，要突破目前中学历史教学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议也有

既定答案的藩篱，展开对于人物评价这一开放式问题的讨论思辨，才能进入真正的探究和自主学

习的王国。 

 

课外探究---以社区为中心的学习 

 

口述历史和地方文化探究项目是本期课外探究的主体，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探究和社群口述

史 2 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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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采访侗族老人，“黔东南侗族民间故事搜集”，贵州凯里一中 

 

3 个项目属于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探究，但各有不同侧重。新华中学的《花儿人生——天祝民

间花儿艺人生活史访谈》是建立在 2012《天祝花儿》口述史项目对花儿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探

究之上，力图搜集艺人/爱好者的生活史史料，以构建这一本土民俗艺术与当地人的人生之关系

的理解，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而这样一种深度访谈，较之就花儿本身的访谈，更富挑战性。在

这个项目中项目团队花了不少精力和心思建立了和广场花儿群（老年群）和 QQ 花儿群（中年群）

的信任和融洽关系，对几位“引见”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为后续由更多学生参加、对这两个群

体更多艺人的访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此学校的《天祝土族民俗探究》则利用了学生的人脉资源，

深入土族村庄，对土族婚俗和做寿民俗进行了全程实录，并制作了纪录片。尤其是婚俗部分，仪

式繁缛，其服饰、角色、程序、歌谣说唱等，是只有口头语言的土族重要的文化传承场。阅读土

族民俗相关资料、参与这一实录和视频制作使得土族学生对自己的民族之根从不了解到珍视，也

使得其他学生为当地瑰丽的多元民族文化所折服。凯里一中的《黔东南侗族民间故事搜集》则是

引导学生搜集家乡的民间故事，阅读有关侗族文化和民间故事的图书并写读后感，利用节假日回

老家的机会采访身边的人讲述侗族民间故事，博客展示学生的读后感和采访到的故事，进行交流

分享 

 

 

访谈退休教师，“丹凤中学发展变迁口述史”，陕西丹凤中学 

陕西丹凤中学《丹凤中学发展变迁口述史》和陕西尧山中学《口述校史》则都是校史---社群口述

史的尝试。校史访谈因其具有的宣传性质本身容易被受访者和访谈者理解为“新闻采访“，加之

两位指导老师本身的学科背景受限（都是 IT 背景老师），一开始师生在达到访谈的自然度、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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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受访者亲历细节和感受方面有过一些挫折，但逐渐，访谈可以沉静下来，深入下去，受访者也

能更好地进入状态，访谈内容也在校史众多的头绪当中，汇聚出一些线索，为两校基于这个开始

继续校史的收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社区教育 

 

本期公共/社区图书馆项目基本是针对少儿群体进行的社区教育服务创新。 

 

亲子阅读工作坊，“流动子弟儿童阅读习惯养成计划”，北京新世纪梦想图书馆 

 

北京新世纪梦想图书馆的《流动子弟儿童阅读习惯养成计划》项目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社区进行了

亲子阅读推广和培训，提供了核心阅读书目、阅读指导手册、和一个包含 24 个课时的工作坊。

通过参与家庭的阅读日记，我们发现参与的 60 个家庭大部分都对早期教育和亲子阅读有了更深

的理解，超过 2/3 的家庭已经形成了亲子阅读的习惯，也掌握了基本的亲子阅读方法。 

 

 

小学生在电脑报制作课上，“少儿电脑报”，通渭县图书馆 

 

通渭县图书馆的《少儿电脑报》项目在暑期为 30 名小学生提供了 8 个课时的电脑报制作课程。

每位学生在课程中都以环保为主题设计并制作了一张电脑报，并进行了展示交流。评估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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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的学生掌握了基本的 MS Word 使用技能，63%的学生掌握了基本的电脑报设计技能。 

 

基础建设和合作伙伴 

 

分组讨论展示，“引导阅读兴趣小型培训“，民间图书馆协会 

本年度的小型项目还为民间图书馆的支持机构---民间图书馆协会继续提供项目支持，包括《“文

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改版升级》项目，以及民间图书馆协会在北京圣学乡村图书馆开展的《引

导阅读兴趣》小型培训,以演讲、讨论和观摩形式，为民间图书馆的馆长、馆员及学校校长、教

师共 21 人提供了理念和方法的启迪。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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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项目最重要的两个方向。 

 

人文探究方面，课堂内的探究人文课程相对成熟，课堂外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探究则以口述历史和

地方文化探究最易入门和最为活跃。 

 

科学探究方面，科学课堂探究与生活的联结刚刚开始，而以社区实际问题为研究课题的应用科学

探究则因其专业性要求以及和中学课本知识的差距给中学探究性学习设立了门槛。青树将不懈寻

找中学科学探究性学习的有效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