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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瑛 蔡凤燕

陶行知曾言，“只有在小孩子
身上，施以一种科学教育，培养他
们科学的兴趣，发展他们科学上的
天才⋯⋯便不难使中国立刻科学
化”。今天，我们应该给学生怎样
的科学教育？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用三节课给出回答。

自然观察课：在大自然
的怀抱中启蒙

了解自然，观察自然，认识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学习与自然的
相处之道，是科学课程的重要内
容，也是面向未来的重要课题。

自然笔记课程、二十四节气课
程、太湖湿地植物研究课程，是学
校自然观察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充分调动多种感官去观察、记
录、比对、研究。从蜘蛛网的精妙
构造到树叶脉络的奇妙排列，从水
培植物的作用到净水系统的构建，
从节气现象到依照自然节律的生活
规划⋯⋯每一次新发现都是对好奇
心的滋养。

学校教师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认知规律，开发了“万物笔记探
自然”之“春意盎然”“夏天在哪
里”“一叶知秋”“冬去何处”项目
式的自然笔记，学生在大自然中观
察、体验、探索和研究，解决教师
设计的任务问题，将所见所闻所感
所悟用文字、图画、音像、模型、
标本等形式记录下来。这一过程，
增强了学生与大自然的联结，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对自
然的尊重，爱与美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滋养。

科学实验课：在丰饶的学习中生长

在科学课堂，学生们变身小小科学家，从简单的酸碱反应
实验到复杂的电路搭建，每一步操作都严谨而充满乐趣。学校
突出科学实验的重要地位，强调动手操作和团队合作，让抽象
的概念、枯燥的知识在实践中生动起来。在科学课堂里，学生
们分组实验、记录数据、讨论现象、得出结论。

在这里，课堂也是实验室。
众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如果只局限于教材上的几个实验，显

然是不能满足学生好奇心的。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
特点和心理需求，开发了贴近儿童生活的科技课程“小科小豆
玩科技”。学生们在科学实验中试一试、比一比、想一想、做
一做，成为小小实验员与探究者。学校将校园打造成一个科学
馆，在馆内嵌入智能机器人、VR 体验机、激光雕刻机、3D 打
印机、AI 评测系统、智能讲解系统等，为学生提供交互式科
技体验。55 个班级科技角陈设着各类科学类器材，学生随时
随地可以动手实验。

科创实践课：在梦想的召唤下前行

科技晨会、科创社团、校园科创节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
动，是学校送给学生的科创实践课。

每周一次的科技晨会是学生们展示作品的重要平台，“自
动桌面清理器”“自制游乐园”“空气动力小车”“多功能书
包”等创意发明，展示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科
学素养在创新创造中生长。

立足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学校开设电子百拼、遥控滑翔机、
车模、海模、创意编程、无人机、科学拓展、机器人等近 30 个科技
创新社团，通过专业教师的指导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

在校园科创节，学生们或独立发明，或团队协作，完成创
新项目，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向未来进发。比如，有学生设
计智能垃圾分类箱，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实现垃圾自动分类；有
学生通过智能软件创建“错别字订正智能体”，解决了错别字

“订正易，掌握难”的问题。
通过科创实践课，学生们逐渐认识到，科技不仅是改善生

活的工具，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科学发明不仅需要强烈
的好奇心、探求欲和想象力，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探究。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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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芳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阳光斜斜地穿过教室的百叶窗，在讲
台上织出一道光。当时，我正讲到 《光的折射》，坐在后排的
学生周小宇突然举手：“老师，窗缝里的光为什么像彩虹？”

这个意外提问让教室里泛起小小的骚动。按照教案，光的
折射实验应该用三棱镜完成，可此刻那道天然的光束正静静躺
在讲台上。我快步走到窗边调整百叶窗角度，让七彩光斑完整
地投射在黑板前。

“谁能告诉我，这和课本上的三棱镜实验有什么不同？”我
临时改变了教学计划。学生们的眼睛亮了起来，前排的学生直
接趴在地上观察光斑：“老师，地板上的光带比三棱镜的宽好
多！”有的学生指着光斑边缘：“这里的颜色分界是模糊的，像
水彩画。”

我们索性把课桌椅围成圆圈，用课本、水杯、眼镜腿当道
具，探索这束不期而遇的光。当下课铃声响起时，黑板已被学
生们画满光的猜想图谱。

第二天一早，周小宇把一个万花筒摆在讲台上：“老师，
我拆了奶奶不用的老花镜片，想看看不同弧度的镜片是怎么改
变光路的。”他在笔记本上认真画了十几种光的路径猜想。

这次教学让我明白，好的教育契机往往藏在那些“不被设
计”的时刻里。当教师放下严丝合缝的教学设计，允许真实世
界的光照进课堂时，教学就会像那束被百叶窗切分的光，折射
出万千可能。后来，我在备课本上总会空出几行“可能性清
单”——给教室里随时可能出现的光，留一扇窗。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州市圣水学校）

“借”一束光照亮课堂

我的教育故事

教改领航

杨丽萍

教育考试评价关乎国计民生，历来受
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肩负引领教育发展方
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服务国家人才战
略的重要使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
简称“中考”）作为人才选拔培养的关键环
节，深刻影响中小学的育人实践和高中升
学，是扭转“分数至上”、破解教育焦虑内
卷、推进考试评价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教 育 强 国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24—
2035 年）》（以下简称 《纲要》） 明确提
出要“有序推进中考改革”，体现出中考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纲要》
还提出，要通过“推进信息技术赋能考试
评价改革”，构建更加科学、公平、有效
的考试评价。

为落实 《纲要》 要求，应多方面协同
发力，有序推进中考改革。

一是深化中考内容改革，强化素养导
向命题。核心素养是未来社会人们必备的
关键能力和品格，义务教育学业质量标准
规定了各学科各阶段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
发展结构和水平。首先，考试命题要从知
识本位向素养立意转变，重点在于探索构
建“素养—情境”多维细目表，创设贴近
真实生活的问题情境。其次，设计跨学科
综合性试题，评估学生知识迁移和综合应
用能力。最后，增加开放性试题比重，为
学生提供多元表达空间。应通过中考内容
变革引领义务教育阶段育人方式的变革，
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应对未来不确定世界
的关键素养上，从根本上巩固人才培养的
核心地位，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

二是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推动评价回
归育人本质。综合素质评价是考试评价体
系的重要补充。首先，从制度上进一步深

化初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探索建立
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的衔接机制，使过程
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互印证。其次，运
用大数据技术挖掘综合素质评价数据，为
考试评价改革提供学生发展过程的证据。
最后，综合素质评价的运用要服务育人，
帮助学校和教师利用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
生成长，为改进教育教学提供证据支持，
逐步淡化中考的分数和选拔功能，推动教
育考试从差异化的选拔工具向学生全面发
展的育人载体回归。

三是完善中考招生制度，促进教育机
会公平。《纲要》 强调“加快扩大优质高
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
点 ”。 首 先 ， 根 据 高 中 多 样 化 发 展 的 需
求，明确不同学校的招生特色，以评价材
料辅助招生，先行试点再逐步推广。其
次，科学提高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比例，优
化中招指标分配机制。再其次，推进阳光
招生，构建全过程监督机制，确保招生公

平、透明。最后，综合考虑学校办学质量
和区域教育水平，构建教育机会公平的人
才培养通道，既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
求，又为高中学校输送多元生源，推动高
中学校特色化发展和教育质量提升。

四是强化中考能力建设，科技赋能考
试技术创新。首先，深化传统考试技术研
究，突破分数合成、等级转换等难题，保
障考试结果可靠、有效。其次，推进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探索作弊甄别等智
能化技术开发。再其次，充分运用信息平
台，通过学生发展的过程性数据，提升数
据资源的利用率。最后，重视技术伦理规
范，建立算法审查、隐私安全等全方位
风险防控机制，筑牢考试安全防线。要
以中考命题能力建设为抓手，推动课程
标 准 落 地 ， 引 领 课 堂 教 学 变 革 ， 推 进

“教学评”一体化实践，为教育强国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有序推进中考改革

论道

桂芳

理想的语文课堂是什么样的？我想
一定是有声有色的：清晨是学生的琅琅
书声，课上是争论的热议声，课下是围

着老师的讨论回声，课外是师生的活力
笑声⋯⋯等到日后回忆曾经的高中语文
课堂时，便是：多想再回到过去，听老
师吟唱一段 《长相思》，长相思，长相
忆，那一刻，诗意在心中永恒。

名师 思录录反反

声情教学和诗意人生构成了我
对语文教学艺术课堂的追求，耕耘
廿五载，那些课堂瞬间留给学生们
的回忆当是最美的实录。

曾有学生写下这样的感触：“您
的每一节课教的都不是语文，而是
一堂哲学与现实间的物理力学，是
直 面 现 实 后 对 人 间 温 情 的 触 笔 聆
听，是与我们同行，将年华岁月都
歌颂后，仍对文学抱有执念的诗意
语文。”

这 让 我 更 加 坚 信 那 些 声 情 教
学的课堂，一定可以抵达语文的外
延——诗意人生。

我和学生一起写吟诵比赛的文
稿，《有我华夏风》 里那些和古物有
关 的 光 华 ， 在 “ 相 见 欢 · 醉 东 风 ”

“长相思·悲西风”“彩云归·奏东
风”三个篇章里绽放；我和学生共
同写下学校《红星赋》，在“桃李天下，
教 化 日 昌 ”的 吟 诵 里 放 飞 彼 此 的 梦
想；我为学生写下嵌有他们姓名的祝
福语——“‘光’转云霄，‘寒’亦
为昕”，学生为我写下“芳肌桂骨，
柔 肠 百 转 ； 卷 里 江 山 ， 执 笔 笑 看 ”
的藏名祝福，我们看着那些温润过
彼此年华的姓名重新泛起金色的光
芒。

上下求索，溯文之脉络；路漫
修远，还学之本源。我希望和学生
们轻拈落花，寻刹那芳华，活成诗
的模样。

笔端春秋育桃李

工作的第一个三年是我不断
反思的三年，几乎每节课我都有
苦恼：《荷塘月色》 这么美的散
文，为何学生感受不到其中的优
美意境呢？《登高》 的沉郁顿挫
之风格，为何学生体会不出来
呢？《阿房宫赋》 这样的赋体散
文，学生怎么不愿意大声诵读
呢？

我苦苦思考，也慢慢调整。
那段时间，我再次求学于安师大
恩师余恕诚，参与人教版选修教
材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编
写，在编写的过程中，几次质疑
求知，反复琢磨古诗文的声和
情；后来又在南师大读硕士时有
幸得到马景仑教授的指导，开始
对诗词格律深入研究，感受格律
的声韵美。

原 来 是 我 自 己 一 直 在 教 教
材，把书教“死”了，教材中的
经典篇目在我的讲解中缺乏美
感，学生又如何能热爱呢？经过
反思，我开始静下心来寻觅和发
现语文的美丽，在教学设计上，
不断发现语文文本中丰富的美的
元素：格律、意象、章法、形
象、文气、义脉、技法、立意、
环境⋯⋯然后围绕这些具有鲜明
特质的语词展开教学案例，努力
抽丝剥茧般地解构出文章的建筑
美、诗歌的韵律美，希望有序而
充分地将这些文学鉴赏的学术元
素自如地植入中学语文教学空
间，为学生审视语文的美丽提供
有效的支架，为学生认知语文的
诗意创设丰富的情境。

这些研究和实践激发我提出
“声情”教学法，带着学生一起
走在寻觅语文美的路上。

一路寻芳一路歌

声情教学声情教学 诗意人生诗意人生
——语文课堂艺术的修炼二重奏

《项脊轩志》 的课堂上，教室里响
起了 《有光》 的旋律，那是学生们根
据文章改编的原创歌曲。音符如溪水
般流淌，带着归有光对亲人的眷恋和
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在孩子们优美的
歌声中，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归
有光一同站在那棵枇杷树下，感受着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的深情。

从 “ 南 阁 子 ” 到 “ 项 脊 轩 ”， 从
“桂影斑驳”一方天地到“诸父异爨”
门墙相隔，从少年意气风发到晚年回
叹往事——项脊轩中的一砖一瓦，那
些哗然于笔墨丹青上的一字一句，平
淡的叙述下好像都凝练着归有光一生
中最浓烈的情感。

为 了 带 学 生 更 好 地 品 味 这 类 美
文，我不再局限于教材本身，拓展阅
读 《归有光评传》《归有光传》《寒花
葬志》，在记录中寻找岁月的印记。我
与学生也不只是简单的诵读，声可达
情 ， 亦 可 化 情 为 理 ， 我 们 讨 论 “ 轩 ”
背后寄予的深情，我们讨论“志”甚
于“记”的厚望，讨论被删去的“项

脊生曰”饱含的文士之志⋯⋯
一 节 课 ， 有 声 有 色 ， 有 情 有 志 ，

有趣有味，我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教
学 特 色 ， 让 声 情 渗 透 在 每 节 课 的 瞬
间：声韵为媒，唤醒诗意感知，诗的
平仄，词的吟唱，文的意境，我和学
生共同以声传情，将抽象的语言转化
为可感的声音符号，使学生在音节的
轻重疾徐中触摸作者的情思；情境对
比 ， 构 建 审 美 场 域 ， 或 横 向 或 纵 向 ，
我会提供多种对比方式深化学生对单
一 作 品 的 理 解 ， 构 建 开 放 的 审 美 空
间，让学生在吟咏揣摩中体悟古典诗
词的意境层次；二度创造，激活生命
表达，有时我会增加“依谱填词”“化
文为诗”“改诗为词”等实践环节，既
彰显“艺术性与规范性相融”的语言
观，又让学生在创作中实现“诗意表
达的个性化生成”。

这种以声韵为桥、情境为径、创
作为舟的立体化教育生态，让学生们
学 会 了 在 《红 楼 梦》 中 体 会 人 情 冷
暖，在 《史记》 中感悟历史沧桑，在
唐诗宋词中触摸古人的心灵脉动。

以声传情感意境

1

我多么希望学生即使离开了高中
校园，仍能记得语文课堂上的某一个瞬
间——曾激起他们内心的涟漪，然后
播下了文学的种子，燃起了教育的明
灯。课堂不只是课堂，更应是他们放
飞梦想的地方。

于 是 我 开 始 将 飞 舞 的 诗 意 翩 姿 ，
既定格在课堂里，更呈现在对语文课
程丰富的实践中。在学校剧场里，一
场场别开生面的课本剧正上演。《红楼
梦》 中的“金陵十二钗”在学生的演
绎 下 ， 举 手 投 足 间 尽 显 优 雅 与 风 华 ；

《哈姆雷特》 的舞台上，学生们身着华
丽的中世纪服装，用充满张力的表演
诠释着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奈。学
生们完全沉浸在角色中，让这些经典
作品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光彩。

春天，在马鞍山采石矶公园里李
白大鹏展翅的雕像下，诗词吟诵的现
场 更 是 让 人 沉 醉 。 学 生 们 或 低 吟 浅

唱，或慷慨激昂，古韵悠扬，余音绕
梁，诗词不再是课本上的符号，而是
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语文课上，学生们踊跃尝试“三
分钟微演讲”，从“我就是我”的个性
认 知 ， 到 “ 假 期 漫 游 ” 的 见 闻 分 享 ，
到 “ 时 事 热 评 ” 的 真 知 灼 见 ， 再 到

“感谢有你”的感恩回报，学生的演说
能力得到培养，写作表达能力也日渐
提升。此外，在“文化茶吧”，我们把
写作与阅读相融合，给学生创设倾听
与交流的平台。

这 些 丰 富 多 彩 的 语 文 实 践 活 动 ，
让诗意语文教学的理念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体现——文学不再是枯燥的知识
点，而是与生活、与情感紧密相连的
鲜 活 存 在 。 每 一 次 创 作 、 每 一 次 表
达，都是学生们与文学的一次深情对
话，也是他们与自我、与世界的一次
深刻联结。

诗意课堂万物生

《登高》
（高一语文）
执教者：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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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简 介

桂 芳 ， 安 徽 省 马 鞍 山 市 红
星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
家 万 人 计 划 ， 安 徽 省 特 级 教
师。教学成果两次获安徽省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
人教版选修教材 《中国古代诗
歌 散 文 欣 赏》 的 编 写 ， 出 版

《诗 意 语 文》《和 孩 子 一 起 读
诗》 等 专 著 以 及 《 〈乡 土 中
国〉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等多
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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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芳在教研活动上发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