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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周刊 

 

落实“双减”需高质量推进“五育融合”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八中学校  谢江林 
 

    落实“双减”政策，需要高质量推进“五育融合”，学校工作的着力点应该体现在课程、课

题、文化等方面。 

    课程建设为学生未来成长赋能。将“五育融合”融入校本课程是学校实施“五育融合”的前

提。一是课程要以“五育融合”为指向进行建设，把握课程之间的联系，避免“单打独斗”“主

次不清”“重智轻育”等问题；二是学校要研究“五育融合”的建设标准，是否突出全面基础上

的差异性，是否具有课程知识的拓展性，是否能够解决学生生活情境中的问题从而提升学生的问

题解决能力，是否实现了“两育”以上的知识链接，能够在整合基础上进行知识的融合和重构。 

    以思政课程为例，可以由思政学科教师牵头联手其他学科教师共同实施，体现跨学科的综合

性，提高参与教师的综合素质。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关联学科的知识进行

解读，这样可以增强学生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感。又如，在劳动课程中，如果没有专职的劳动

课程教师，学校可以让其他学科教师思考：如何在个人现有知识背景下普及相关的劳动知识，如

何让学生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成果。经过这样的思考，劳动课程就可能会与美术制作发生关系，

与生物知识产生联系，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学校也因此拓宽了传统的以“菜园子”为主阵地

的种植课程，让劳动教育走向学科知识发展的前沿，为学生的未来成长赋能。 

    课题研究创新教育教学样态。学校课题来源于育人的场景，应集中精力、汇集人员对典型问

题进行专题式的探索。开展“五育融合”的相关项目或课题研究，可以促进教育者对党的教育方

针的深度认识，更可以反思自身工作在“融合”特征下的理性思考。 

    “五育融合”课题可以在学校层面立项，聚焦学校优势资源，建设具有融合特点的育人场所、

优势学科；也可以在班级层面实施，采用对照试验或小课题研究等方法，将“五育融合”纳入班

级建设之中；还可以在教学研讨层面展开，针对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中

教研组和备课组会成为中坚力量，将“五育融合”的理论知识着力于教学实践，从而促进“五育

融合”下的综合育人意识。一节课可以由多名学科教师进行教学，一名教师也可以教学多个学科

课程——“跨学科”研究会成为教师教学的新样态。 

    文化基因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学校文化是学校抽象形态的集中体现，文化建设最忌讳的是

将新文化与固有文化完全割裂。因此，将“五育融合”厚植于学校已有的文化基因之中，学校文

化建设才会有新的高度、新的发展。 

    “拼盘”和“交叉”可能是“五育融合”建设需要经过的阶段，但最终要达到“融合”的境

界，即学校文化的整体纳入和整合。一是要将“五育融合”建设中体现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价值追

求纳入学校整体文化体系，让“五育融合”成为教育新常态；二是要从“五育融合”的具体形态

出发，将“五育融合”提炼成象征符号，从而走向精神表达的抽象层面；三是要将“五育融合”

的精神追求与学校文化进行整合，形成与党的教育方针紧密联系的精练表述，实现“五育融合”

文化、学校校园文化、学校育人文化的大融合，从而让学校文化建设走向更有内涵的表达形式。 

    “五育融合”是新时代教育的鲜明特色，更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双减”政策不仅要

减去过重的负担，更要对教育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推进高质量的“五育融合”，正是对“双减”

政策的有力贯彻和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