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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立什
么样的“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
精要的回答，短短的 24 个字，概括了国
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基本要求，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
中表达。如何“立”德？关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能否落地，带着这一问题，笔
者对湖南省常德市 S 中学、Y 小学进行
实地考察，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发现电
影课程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中小学电影课程的兴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
见》指出：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面向未成
年人的优秀影片、歌曲和图片的展演、演
播、推介工作，使他们在学习娱乐中受到
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十五”期间，中央
电教馆曾开展大型的“电影课实证研
究”，覆盖 22 个省市的 200 多所中小学。
曾几何时， 中小学定期组织学生到电影
院观看电影成为孩子们莫大的期盼，因
为那是孩子们难得的精神大餐， 可是近
年来，情况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本世纪
大门的开启， 人们迎来一个崭新的信息
时代， 信息化手段走进了寻常百姓的日
常生活，也加速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看
电影变得异常便捷， 很多学校建立了自
己的校园影院， 中小学师生看电影不再
把电影院当做唯一的去处。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
进， 使得人们的课程资源意识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教育人看到了电影的认知价
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一批优秀的电
影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不可忽视
的教育资源。人们不再满足于把组织学生
看一场电影作为一项教育活动来安排，而
是尝试着进入课程系统。人们不再满足于
电影的消费者角色，而且积极尝试创作电
影，做一名电影的生产者。 特别是校本课
程给师生提供了生产、 消费电影的平台，
使看电影的行为拥有了课程的形态和地
位。 鲁迅先生当年的预言如今变成了现
实：“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
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 ”

二、中小学电影课程的价值
电影是集综合性、艺术性、娱乐性、

教育性于一体的艺术门类，自问世至今，
已然成为知识传播、文化陶冶、道德养成
的重要手段， 一批优秀的动画片、 木偶
片、故事片、科教片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
儿童的精神食粮， 人们对于优秀大片趋
之若鹜，其中的精彩情节如数家珍、耳熟
能详， 甚至观看电影本身也成为人们美
好的记忆。

电影课程以优秀电影作品为课程资
源，这种课程资源使学生在直观的画面、
情境化的语言、跳动的音符、个性化的动
作的复合刺激下，激起情感的共鸣，潜移
默化地改变学生不成熟的心智模式，正
所谓观察世界而后形成世界。 青少年时
代对人生的整个周期而言， 它是永远不
能摘下的一环，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
以学生的生命为内核， 不断地向外向上
扩展， 从而引领他们进行生命的自我超
越，一起创造出健全而丰盈的人生。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视野
下的中小学电影课程的研发

“任何新的理论建设都无可避免地包
含着对传统进行继承和超越这样两种行
为”，电影课程的研发也是如此。电影课程
的研发，如同面对一颗种子，不能像面对
一张白纸一样随心所欲地乱涂乱画，必须
考虑到激活这颗种子的潜在生命力所必
需的合适的土壤、阳光和养料。 目前中小
学电影课程的研发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一，基于已有电影进行遴选。 先在
把握电影作品主题思想、 情感基调的基
础上，或选择整部作品，或撷取相关片段，
再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参照设定主题，分
类重构，形成内容序列，构建课程框架。

Y 小学在尝试开设电影课程之初，
组织教师、家长、高年级学生推荐，开列
出最适合孩子们观看的电影名录：《绿野
仙踪》《音乐之声》《欢乐糖果屋》《ET 外
星人》《回到未来》《钢铁巨人》《老爸夏令
营》《仙境之桥》《小美人鱼》《灵犬莱西》
《鼠来宝》《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别
惹小孩》《麦兜的故事》《暖春》《妈妈再爱
我一次》《背起爸爸上学去》《小孩不笨》
《宝葫芦的秘密》《小兵张嘎》《萤火虫之
墓》《美丽的大脚》《草房子》《阿拉丁》《超

人特工队》《宝莲灯》《虫虫特工队》《卑鄙
的我》《穿靴子的猫》《冰河世纪》《丛林大
反攻》《丁丁历险记》《公主与青蛙》《非常
小特工》《怪兽大战外星人》《怪物史瑞
克》《海底总动员》《葫芦兄弟》《花木兰》
《霍顿与无名氏》《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极地快车》《辛普森一家》《驯龙高手》
《千与千寻》《听见天堂》《波普先生的企
鹅》《放牛班的春天》《龙猫》《美丽人生》
……后来又几经修改，日臻完善。
S 中学一个学年电影放映情况统计：

其二，借助其他艺术作品进行改编。
在电影这片稻海中，那些颗粒最美、最饱
满的稻粒可以作为传播的种子， 不甚饱
满的也可用来享用， 而那些稻粒之中的
稗子是必须剔除的。 借助其他艺术作品
改编往往是以课本或课外读物为依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价值追
求，把文学作品运用写实主义手法、麦格
芬手法、交叉蒙太奇方法、平行蒙太奇方
法、 象征手法等电影艺术方法变成学生
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

其三，基于现实生活进行创编。如火
如荼的现实生活是电影艺术的源头活
水， 现实生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出发点，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落脚点。 捕捉现实生活的美好瞬
间，立足人生的关键事件，引入电影艺术
的基本元素，借助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
自拍微电影。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视野
下的中小学电影课程的实施

无论是现成的电影作品， 还是加工
改造的电影作品， 抑或是自拍的电影作
品，都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目标、美好社会愿景、个人的具体要求
都可以在电影作品中找到鲜活的养料，
予以生动的诠释。纵观中小学电影课程，
其发挥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认知取向。 将电影课程纳入课程系
统，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观看
电影， 引导学生讲述故事， 制作儿童绘
本， 经过学生的认知加工， 再现典型场
景、故事情境，借助歌咏、表演、绘画、办
手抄报、黑板报等手段延伸电影课堂，特
别是指导学生进行电影欣赏、 开展电影
评论、写作观后感的过程，极大地影响学
生的情感态度，彰显影片的育人价值，使
之受到濡染。

行为取向。 电影课程实施的目的就
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认识、
情感，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学生把在
电影课堂上获得的认知作用于日常生
活， 自觉以某个正面形象为参照去加以
仿效、比较，直至超越，从而产生知行合
一的育人效果。

生成取向。 面对众多的电影作品，秉
持什么样的原则进行遴选， 显然折射出
遴选者的思想情感； 改编电影作品时如
何表现事件、场景、人物，也牵涉到价值选
择；自拍电影不仅是技术手段的问题，更
是把创作者对生活的审视、 对是非的判
断融入到对美丑、善恶、真假的表现之中。

传播学者贝尔洛提出了著名的
SMCR （Source—Message—Channel—
Receiver）传播理论，他把传播过程分为
信源、讯息、通道和受者四个要素。 在任
何一个教育活动中，教师就是信源，学生
就是受者， 教学内容和媒体就是讯息和
通道。 受者对信源的教学反馈以及信源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教学传播策略会对教
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讯息内容的选择、
要素的处理、 结构的安排与编码等各种
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传播效果。 怎么
说比说什么往往更加重要。 学生通过电
影课程的学习，徜徉在电影艺术中，受到
的影响是无痕的、潜移默化的，远非机械
地背诵、空洞地说教所能比拟。 在神圣的
课堂上通过师生、 生生互动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加以放大与强化， 艺术化地
植入学生的心灵深处， 必定会收到事半
功倍之效。 （本文系常德市社会科学成果
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 《运用电影资源对
中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CPS19YC04]成
果之一）

一所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 有社会主义觉悟、 有文化的劳动
者，关键在教师。 由此可见，教师在培养
全面发展人才的过程中处于何等重要的
地位。 实施素质教育需要有高素质的教
师，同样，时代对小学数学教师的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教师敬业、勤业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敬业， 是指一个人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我国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敬
业者，专心致志从事其业也”。 教师的职
业道德规范和教学常规要约束其言行，
而要真正做一名称职的小学数学教师，
必须具备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教师对教育事业执着追
求的内在动力， 是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
小学数学专业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
敬，是每一位小学数学教师必备的素质。
小学数学教师既担负着培养小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也担负着向学生传授数学
基础知识的重任，其工作量是繁重的，它

打破了工作和休息的界限， 需要付出全
身心的聪明才智和大量的时间、精力，因
此，小学数学教师更需要敬业精神，只有
敬业才能爱业，只有敬业才能勤业，只有
敬业才能精业，敬业精神就是奉献精神。
二、教师专业、精业与素质教育的联系

多项教育研究报告表明： 教师的素
质与学生的素质成正比， 成功的教学取
决于教师的专业学科素质、 教法和知识
储备。首先，小学数学教师必须具备较强
的逻辑思维能力， 只有逻辑思维能力强
的人才能喜欢并做好小学数学教学工
作；其次，称职的小学数学教师必须爱学
生， 并热衷于自己从事的小学数学教学
工作。没有这两根爱的支柱，亦是不可能
成为优秀的小学数学教师的。

小学数学是理科的基础，其中，许多
定义、原理公式、定律、法则等，都是从客
观中抽象出来的， 用推敲再三的语句表
达出来的。所以，小学数学教师在理解一
个概念、论证一个命题、分析一个问题、
推导结论时，必须用准确的数学语言，不

能信口开河，产生歧义。小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一般比较差，处在培养发展阶段，
在小学数学课中， 教师对每个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每个判断的主宾关系，都要讲
清楚，以前提到的推理过程，也要一步步
讲清楚，说顺当，前后联系，新老知识照
应，要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素质教育中， 小学数学教师应对整
个小学阶段的数学教材熟知于心， 融汇
贯通，每一节新知识的传授，在教师那里
都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在数学教师的脑
海里都有一条线把学过的和将要学的串
起来，一道数学题，在学生那里可能只有
一种解法，在数学教师眼里、手中，则是
二种、三种、多种解法，教师要善于把简
单的方法教给学生， 给学生指出通向数
学王国的路途。
三、教师善学、善教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要

做好这三项， 教师必须是学生心中的全
才，小学数学教师可以不是一科的学者，
却必须是知识广博的杂家， 这就要求小

学数学教师要拓宽知识视野，做到眼勤、
手勤、脑勤、博览、博识、博闻、博学，多方
求知才能使教师的知识宝库不断充实，
才能毫无愧色地在新时代少年儿童面前
为师为长。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 他们掌握
知识的多少和文化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
响着下一代的成长， 较高的文化素质是
小学数学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的素质，教
师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应力求广博专深，
精益求精，只有具备渊博的知识，才能把
课讲得生动有趣、丰富多彩，才能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才能思维敏捷，视野开阔，
授课才有创造灵感， 才能满足学生对知
识和真理的追求。

教育是一门特殊的艺术， 教学是一
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识过程。 小学数
学教师的善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激发
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 同时对智力发
展具有补偿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散
发着智者光辉的教师会成为学生终身效
法的“人师”和“楷模”。

寓素质教育于小学数学教学之中
常德市澧县澧浦完小 陈章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