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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D传统家文化办学的研究与实践

———以巴蜀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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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家“场、立、践”的隐喻与学校生态视野探视，阐释了支持性、主体性与延展性三维办学目标，构建了

学校教育关照全结构、教育要素课程化、课程实施综合化、课程评价全方位的办学体系。以家隐喻的人立成长路

径为主线，搭建了润课、学课与化课模块课程，提出了研究、领导、课表、备课、教学、评价、支持等家文化办学推进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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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办学体系的构建是学校教育的全部要

义。清晰的办学体系有利于教育工作的统揽，有利

于教育行为的有序进行，有利于教育评价的导引。
传统文化办学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是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

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是精优选择教育内容的路

径，是学校办学历史与经验的坚守。具有生命场归

属、自主自立、实践担当的家文化约等于人立文化，

是立德树人的文化表象。以家符号为隐喻、家文化

为核心、优秀文化为载体，来培养真正具有“中国

魂，世界气”的“立和爱”的现代公民是学校教育应

有之义，也是当务之急。

一、传统家文化办学的内涵

( 一) 传统文化办学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

特质和风貌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

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其内容为历代存在过的

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质料，是教育的重要内

容，当下的优秀文化将成为未来的传统文化。当前，

传统文化办学实践有三种基本范式: 一是用传统文

化中的某个文化符号统领办学目标; 二是把传统文

化作为学校课程内容; 三是将传统文化物质、精神、
社会、活动与方式作为育人的重要环境、载体与内

容、课程活动与方式手段等，即人成长的润化场［1］。
本文取第一、第三合意。

( 二) 传统家文化的内涵

家有住所、家人、农家、百家、儒家、家国 等 含

义［2］。家包含根、生命场、精神支持、美好向往等文

化意蕴。因此，家具有成长场域、自立自信、身份归

属、和睦共力、责任担当、仁爱奉献、世界大同、和美

生活等衍生含义。家是一种场域归属与支持、自主

成长与自立、融和环境与惠仁世界的三位一体的由

支持到内在，由内在到实践外化的人生存的本真，与

人之成长历程完美切合，家约等于人立，即人的成长

全程。
传统家文化本义主要指远古时期的群居文化，

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文化。而后形成了特有的家族

文化，如家规、家教、家训，再后衍生为范畴更广的人

立相关文化，如武术、养生文化都属家文化［3］。纵览

家文化发展历程，家始终是中国人磨灭不掉的印记，

它承载着所有人对生活的最终幻想和归属。家文化

将中国的政治、传统宗教、礼俗与文化生活融为一

体，使中国文化具备巨大兼容性，并且超越了民族的

局限。
( 三) 传统家文化办学的内涵

家文化的载体包括物质、精神、社会、活动与方

式等方面，家本身就是鲜活的教育现场，家是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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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精神方面，家国情怀、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

悠远、仁爱通和、立志立业是重要的立身精神; 社会

方面，宗族是人们最原始的身心归属与信仰源; 活动

方面，如祭祖是培养学生感恩的重要仪式。与此同

时，家文化中的自力更生、责任担当、民胞物与与儒

家仁立、佛家的布施、道家的万物和鸣，顺其自然也

非常切合。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华三家

( 儒佛道) 的核心精神。家是人成长的核心支持场，

是人立的成长路径与成长历程的高度概括，与新时

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切合。如爱国与家词义中

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异曲同工。
综上，传统家文化办学就是借助人立相关的优

秀文化成就更好的教育，承载立德树人的任务。传

统家文化办学主要指以家文化符号统领教育目标，

以优秀的家隐喻下的人立相关的优秀文化作为教育

的润化场，并有序开展教学活动。

二、书院传统家文化办学的目标

一所学校的办学目标应是关照全结构要素提出

的各个方面的发展目标的总和，各结构既各自发展，

又协同一致。从各结构中遴选出核心结构，并按照

它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可将办学目标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支持性目标，二是主体性目标，三是延展性目

标［4］。支持性目标主要包括家庭发展与学校建设目

标，是学校教育的支持场、奠基石; 主体性目标主要

指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目标，是教育目标的出发点

与归宿，其中又以学生发展目标为中轴; 延展性目标

包括社会惠及与世界影响目标，是学校教育文化创

新与价值引领的体现，是学校教育培育人才、献力社

会的展示。三个层次的目标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形

成了一条清晰的教育主线，即首先把环境建设好，然

后培育学生，最终使其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成就自

我，服务人类。这样一个“场—立—践”的过程，就

是人立的过程，恰好与家文化中的居所港湾、自力

更生、责任担当、民胞物与、大同世界的文化不谋

而合。
( 一) 支持性目标: 富惠美

学校建设与家庭发展本质上都是为学生成长提

供场域与资源，二者的目标定位和内容基本相似。
场域的载体主要包括物质、社会与精神三个方面。
物质方面，学校应该做到环境优美、绿色安全、设施

先进、资源富足，可用“富”字概括; 社会方面，学校

应该为老师提供成长引领，形成互助共进氛围，提供

成长支持，最终成就人人，普惠人人，可用“惠”字概

括; 精神方面，主要指文化与氛围，沁雅温馨、心灵栖

息、和美生活、各美其美是其理想的图景，可用“美”
来概括。

( 二) 主体性目标: 立和爱

根据家文化释义，结合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及其

培养历程，学生发展是人从生理人，到心理人、道德

人、社会人、世界人的优化过程，发展目标包含了自

食其力、和谐共处、普惠世界的立体目标体系［5］。学

生发展可以用“立和爱”来概括。立是独立自主、自
食其力之意。何以立，需“康健信达，远志厚学，笃

行精进”，这和核心素养里的文化基础和自主发展

有相似之处; 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他人、社会的一种

和谐共生，包括关爱自然、礼善乐群、雅趣和美; 爱是

一种寓意，并非指情感，更多指由情感出发而生的正

能量，阳光正义、责任担当、世界大同是爱的主要内

容［6］1。
( 三) 延展性目标: 正仁同

社会惠及目标指学校教育带给社区的影响与价

值，包括传统家文化办学对社区的价值引领、对社区

社会关系生态的调和、对人们行动与生活的影响，可

以用“正仁同”来概括。正包括价值引领、推广家

道、宣传正义。与核心素养体系中的社会参与素养

异曲同工。作为一所学校，应以身示范，担当一定的

社会价值引领、正义宣传等责任。学生会耳濡目染，

孕育社会参与素养。同时，学校社会惠及价值的实

现过程是师生的社会参与过程，是师生责任担当与

实践创新的孕育场［6］2 ; 仁包括促进和谐、共践和仁、
营造和美; 同包括家国情怀、国人一体、世界大同，并

最终惠及世界文化进化与世界一体化发展。

三、传统家文化办学体系的构建

重庆市渝北区鲁能巴蜀小学 ( 又名巴蜀书院)

确立家作为传统文化办学的统领符号与文化主题，

以家统领办学目标，以融通了传统、现代与未来的优

秀人立文化为教育的润化场。建校以来一直将传统

文化作为办学特色，以历久弥新、经典精致的现存中

华优秀人立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探索传统家文化

办学，进行了全景性、全程性、生态性设计，形成了学

校教育全结构关照、教育要素课程化设计、课程实施

综合化策略、实施评价全方位展开的办学体系，如

图 1 所示。
( 一) 学校教育关照全结构

办学体系构建上，把学校看成一个有机体与生

态场，将学校的发展作为办学的本真追求。以家文

化为理念，以学校教育全局为视野，关照学校教育各

方面设计，开展全景建设，包括环境场域、组织机构、

·28·



课程活动、教学实践、评价总结、教研工作、交流互

动、后勤保障等［7］。
( 二) 教育要素课程化

课程设置不局限于隐性与显性、学科与活动，还

从家文化内涵约等于人立出发，将环境组织等纳入

教育要素。人的成长过程总体上是“润学化”的反

复交互与生发的过程，与前文所述人立的“场、立、

践”成长历程与路径相呼应。将浸润性、环境性课

程，如校园环境、会说话的墙作为人立的润，实现浸

润、润泽、润育，本质是一种场; 再通过优秀人立相关

文化滋养与助力学生学; 最后通过实践中做、优化

学，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校将重要的教育要

素，按此成长路径设计为三大课程板块，分别是润课

程、学课程、化课程［8］，见表 1。

图 1 传统家文化办学体系结构

( 三) 课程实施综合化

基于家文化意蕴，基于人立的真实生活场关照，

学校课程实施以跨越时空界限、拓展教育场域、链接

完整生活为理念; 以“学科 +”，包括学科内融合、学
科 + 学科、学科 + 生活、学科 + 技术、学科 + 评价等

为综合化实施策略［9］; 回归人立本真的“精值真实”
设计，实现时段内更好地成长，从以前的“类似”走

向“真”，从“真”走向“精值的真”，以利于培养完整

生命体，利于培养适应生存的人，利于培养适应未来

的人，利于培养幸福生活的人。
以班本选修“家萃”课程为例，先设计系列主

题，如家族成员、家族历史、家族宗祠、家族祭祖、家
风家训、家族名人、家族社会贡献、组织家族大会等，

其中家族祭祖可以让学生真实走向生活，感受祭祖

全程，在仪式中润化感恩。还可结合学科 + 学科，对

历代祖坟的碑文设计进行研究，润化美术、书法等学

科学习。借助直播等技术手段，开展班级小课堂、学
校中课堂、社会大课堂一体化教学，实现跨域学习和

面向世界的“外化展示与分享”。
( 四) 课程评价全方位

学校办学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发展，还应关注

教师与课程本身; 三方面的评价要与办学目标、三大

模块课程、评价项目匹配; 全方位、多元化、客观性开

展评价，最终实现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10］。例

如，针对主体性课程中班本必修与班本选修课程学

习的评价，可选取生动有趣的活动，以家庭打卡自

评、活动闯关表现评价、作品获奖档案评价来评价学

生，具体评价体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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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家文化办学“润学化”课程一览表

一级课程 二级课程 三级课程 下位主题

润课 1． 环境课程 物理环境 温馨家庭、创意班级、儿童校园( 后勤保障) 、社会基地、世界网

文化精神 办学理念、班风、校风、家风、社风

主体交际 生生、师生工、家校关系

2． 组织课程 四合院 扁平家院: 各部门协力、各主体畅流、各年级联通、各学科通汇

学课 1． 国家课程 学科课程 语数英，音体美，科品综……

2． 校本课程 院团课程 小课个性定制( 校内外资源整合……)

3． 班本课程 班本必修 一年级: 童谣、七礼; 二年级: 诗词、武术;

三年级: 国学经典、民乐民剧; 四年级: 琴棋书画、非遗;

五年级: 探祖家书、民艺手工; 六年级: 名著、世旅

班本选修 一二年级: 家人———初步自理，关爱家人

百家姓、巴渝童谣、巴蜀儿童礼打卡、家族谱系、姓氏图腾、农具、蒙学选读、中
华礼仪、串读经典、中华传统武术、羲之书法、小梨园川剧、我的家族故事、我的

家人、字源探寻、神话故事、民间传说……
三四年级: 家园———基本自理，关爱他人、自然、校园与社区

家萃、唐代名人、百家图书画、民乐、百家故事会、传统美食、古诗词、家风、诗意

童年、古代算术、医学、农学、建筑、传统服饰、镌刻、扮靓我家、少数民族研究、
传统历法、茶艺……
五六年级: 家国———自主学习生活，关爱社会国家与世界

山城记忆、历史中的文化荟萃、重庆美食文化、武当太极、亲近非遗、地方绝活、
巴蜀校史研究、木工 /青花瓷 /泥塑 /面人制作、创客、民俗、古典文学……

4． 互生课程 班级经营 “优雅礼、安全岛、自信塔、生命树、豁达心、理想船”成长规划课程

学生活动 1． 典礼活动: 开学、校会、大课间、毕业典礼等

2． 季节课程: 中国、艺术、健康、创造季( 综合性展示活动)

3． 节假日序列课程: 节假日、纪念日、规定日

A． 中秋节古文吟诵大会 B． 国庆节琴棋书画大会 C． 元旦节亲吻世界游学

D． 清明节家族宗祠大会 E． 劳动节民艺非遗大会 F． 儿童节七礼体育展示

G． 端午节饮食烹饪大会 ( 系列活动对接班本必修课，进行统一评价。实现庆

典、传统文化体验、评价、展示、互学、传承、宣传的有机整合)

4． 常态展示分享性课程( 按时展示分享互学) ; 班———能人秀; 年级———吉尼斯

能人; 学校———国学大舞台、校园广播电视台

化课 1． 研创课程 项目学习 1． 雁群飞 － 动物; 2． 安全岛 － 一粒米; 3． 垃圾 － 飞

4． 宝宝 － 火; 5． 桥 － 红岩; 6． 旅行 － 毕业季

2． 实践课程 体验周

3． 游学课程 研学课程

基于学生发展目标“立和爱”的行为习惯打卡

可助力学生自主学习与生活习惯的养成。如一年级

“立”打卡的内容是自己书包自己收，“和”打卡的内

容是出门回家打招呼，“爱”打卡的内容是与人交往

使用基本礼貌用语。采取抽查学生参与喜闻乐见的

游戏来评价闯关活动，如中秋节重点评价学生古诗

词、经典古文等的背诵情况，低学段学生节日前一天

在班级里抽背，选取优秀的学生或班级在节日当天

进行吟诵展示。通过假日庆祝活动评价学生，并以

此评选书院“家课程达人”，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通过学生作品完成情况来评价学生学习与成长，如

家萃课程，学生可以编写自己家庭的家风家训。学

校还将评价记录从传统纸质搬到“巴蜀榜样章”APP
上，实现电子智能评价。

同时，学校将教师参与“家”主题课程群设计、
研讨、实施纳入教师评价指标，教学部门及第三方对

全校课程进行总体评价，将书院家文化主题课程纳

入巴蜀小学教育集团对学校评价的自选项目，并用

“有无全校共识方案”“有无全员培训”“有无研究过

程和实施”等指标来评价书院家课程开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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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文化课程评价表

一级指标 年段课程 家庭打卡 评价项目 对应标准与章 盖章处 奖品说明

立
康健信达
远志厚学
笃行精进

和
关爱自然
礼善乐群
雅趣悦心

爱
阳光正义
责任担当
世界大同

1． 童谣 －
七礼
2． 诗词 －
武术

3． 国学经
典 － 民乐
民剧
4． 琴棋书
画 － 非遗

5． 探祖家
书 － 民艺
手工
6． 名著 －
世旅

一 生 打 卡: 锻 炼、阅
写、旅行

年段立和爱三打卡:
一年级 自己的书包
自己收
出门回家打招呼
每天使用基本礼貌用
语
二年级 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
节假日为家人买礼物
快快乐乐上学

三年级 自己房间自
己整理
坚持每周为家人做一
件事
举办一次家庭聚会

四年级 每天回家做
一道菜
每天坚持做自己爱的
一件事
每期参加一次实践研
究活动

五年级 自己作业自
己改
每年结交一个好朋友
每学期为家乡做件有
意义的事

六年级 社区建设我
谏言
结识一个外国人
每年为祖国做件有意
义的事

A． 中秋节古文吟诵
大会( 诵读)

A． 吟诵与飞花令 －
童 谣、诗 词、国
学、名著……

B． 国庆节琴棋书画
大会

B． 书 院 杯 献 力 祖
国 － 绘画、书法、
曲艺…

C． 元旦节亲吻世界
游学

C． 世 界 文 化 大 宣
讲 － 各 地 文 化，
祖国大好河山

D． 清明节家族宗祠
大会

D． 家书我书写 － 家
书、家故事、家成
员 重庆掌故

E． 劳动节民艺非遗
大会

E． 传统技艺闯关体
验 － 民艺，民活，
非遗……

F． 儿童节七礼体育
展示

F． 吉尼斯挑战 ( 武
术) 与 能 人 秀 －
儿童礼、能人秀

G． 端午节饮食烹饪
大会

G． 现场烹饪体验 －
粽子、桃片、荞面

低———人人背诵“三百千”: 人
人会背 10 首巴渝童谣

中———人人会背 100 首唐诗:
人人背诵 50 首宋词

高———人人熟 读 背 诵 古 文 50
篇( 段) : 飞花令大赛

低———乐器，棋艺、书法、绘画
四项比赛

中———乐器，棋艺、书法、绘画
四项比赛

高———会一项传统曲艺并表演

低———祖国大好河山介绍
中———世界大好河山宣讲
高———浩瀚宇宙星空宣讲

低———熟知 家 庭 成 员 及 其 称
呼: 人人会讲一段家庭
故事

中———人人 会 讲 一 个 重 庆 掌
故: 人人将一个历史名
家故事

高———人人声情并茂写 1 封家
书: 给祖国或主席写一
封信

低———人人了解 1 样农具
中———人人了解一种非遗文化
高———传统技艺制作展示

低———武术展示: 能人秀
中———诗 词 的 律 操 展 示: 能

人秀
高———挑 战 世 界 吉 尼 斯: 能

人秀

低———传统美食推介
中———传统美食现场制作
高———世界美食制作

古文
吟诵章

琴棋
书画章

亲吻
世界章

家族
家书章

民艺
非遗章

七礼
能人章

美食
艺术章

集齐七次
活动闯关
印 章 后，
颁 发“书
院家课程
达 人”勋
章及对应
奖品

四、家文化办学的实施

办学体系的落实不仅在课程、课堂，还在于学校

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各要素的协同关照。学校成立

了家文化办学体系研究与实践工作坊，聘请校外专

家对学校家文化办学问诊把脉、及时指导。采用选

点突破、以点带面、典型示范、逐渐推广的方法，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广到其他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上。
以班本必修课程为例，先由总负责人在全校例会上

系统介绍办学体系，厘清价值和内驱力; 再由年级组

长带头，领导大家一起备课，人人参与备课，形成共

识合力，逐渐形成了全员参与、专人研究、专家指导

的研究生态。
学校形成了“三约定、三环节、三层级”的集体

备课模式。“三约定”指约定好备课要求，约定好备

课基本流程，约定好材料上交的具体要求; “三环

节”指从人成长的基本路径出发，将一节课设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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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学、化三个基本环节，当然也可创生其他基本环

节;“三层级”指备课联通的三个层面，包括推广宣

讲、经验汇集、信息沟通。
为确保课程的顺利实施，学校将校本课程、院团

课程、班本课程纳入课表。一部分专业课还广纳家

长和社会专家资源，走出学校，在实践中学习。在课

程实施过程中，采用了三步教学法，以三年级班本必

修课“民乐民剧”唢呐教学为例，先让学生欣赏各种

融合唢呐的表演，体悟唢呐的价值和特色，激发学生

的学习内驱力; 再趁热打铁，学习如何吹唢呐; 最后

开班级音乐会让学生表演吹唢呐，或真正走进民间，

走进剧院，去感受唢呐文化。
学校成立了由三位校长与德育部门三位主任组

成的课程督导与评价团队，对课程教学进行专业的

督导与评价。成立了家文化办学体系的后勤物业团

队，对课程实施过程中设备购置等给予全方位的支

持与保障。基于家文化符号意蕴构建起的书院传统

家文化办学体系，自 2018—2019 学年下学期实施以

来，各班基于目标层级设计了丰富多彩班本课程。
在互生课程上，将原有的活动课程化，融庆典、展示、
传统文化体验、文化传承、学生互学、班本课程评价

一体化的系列活动课程，如运动会入场仪式各班身

着传统服饰，丰收节设计了各班传统文化体验坊，假

期延续“用脚丈量大好河山，用心亲吻我的祖国”的

游历活动课，发挥了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滋养心灵的

精值育人功能，助力成长初见成效，学生学会自主学

习和生活，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也更加爱家庭、爱校

园、爱自然，礼善乐群。通过走入社会学习，培养了

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系列活动与课程还受到重

庆电视台、重庆教育电视台、华龙网等媒体的专题

报道。

五、家文化办学展望

未来，学校在家文化办学上，将在以下三方面继

续努力。
( 一) 文化宣传，塑造品牌

文化品牌方面，着力历练四成果，借助四平台，

发出四声音。四成果包括家文化办学系列论文集或

专著、班本课程教材、班本课程教案集、学生代言成

果集; 借助每周书院家声、每期书院家报、每年书院

家会和每四年举办的书院传统文化办学家坛推广成

果，借助平台倒推力，助力老师们边做边整理成果;

再借助学生代言声、家长口碑声、老师分享声、社会

媒体声推广宣传。

( 二) 社会担责，惠仁世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巴蜀书院也将

作为一所传统文化办学示范校，发挥价值引领、专业

帮扶、理念推广的社会价值，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包括联盟校的帮带、互助校的帮扶、牵手校的辐射、
偏远乡村校支教送教活动。向社区传播正能量，凝

聚正气; 向社会宣传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 三) 价值领导，成就人人

一切的教育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传统文化办

学不是哗众取宠的宣传口号，也非特立独行的文化

标榜，而是从形式走向内涵、从外在走向本源。只有

系统设计目标、体系、课程教学、评价、研究、支持系

统，学校、家庭、社会同心协力，才能真正成就人人。
朗朗书院，博厚悠远。与学生脉搏一起律动，与优秀

文化零距互生，为培养具有“中国魂，世界气”的“立

和爱”现代公民持续努力，以此成就人人，发展学

校，惠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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