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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播下科学家精神的种子

校长杨凌英至今记得那年学校科技节的场景：
操场上播放着精心编排的钱学森短剧，学生听得热
血沸腾。但没过几天，大家热情逐渐消退，学习科
学的状态并无质变。

“这完全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偶发性强但
持续性不足。”在杨凌英看来，不只是科学家精神
的学习，除国家课程外的科学学习实践，普遍存在
活动碎片化、精神抽象化、参与浅表化等问题。归
根结底，是没有抓住生本位、具象化、生态性这三
个本质命题。

生本位即学生立场，不以成人化视角去“灌
输”科学素养。具象化，指的是对科学进行直观感
知，不抽象空洞。生态性，则要考虑科学素养培育
的关键要素，从系统角度有条不紊地建构。

带着这些思考，学校跨出了改革第一步——
“一班一科学家”。从小学低段起，各班学习一名科
学家，学校推荐航天、国防、农业、生命科学、地
质、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并发布 《科学家推荐指
南》，学哪个科学家，孩子说了算。

班主任陈菲所在班级召开主题班会，各小组
推荐了钱学森、邓稼先、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大
家各抒己见。

祁爱萍

那是教 《慈母情深》 的上午，阳光斜斜地切进教室，在
课本上投下细碎的银杏叶影。我正领着孩子们分析梁晓声笔
下母亲“龟裂的手”“疲弱的肩”，学生小薇突然举起一张照
片：“老师，这是我妈妈修鞋时的手。”

照片里的手沾满胶水，指甲缝嵌着细密的皮屑，掌心的
老茧在闪光灯下泛着白光。小薇的妈妈在巷口摆修鞋摊，我
曾见过她蹲在小马扎上，用铁锥子穿透硬邦邦的鞋底。教室
里忽然静下来，后排的学生明浩忽然翻出作文本：“我妈妈
的手像砂纸，她在工地搬砖，去年冬天裂得渗血。”

备课笔记上关于“细节描写”的批注突然模糊了。我看
着教室里举起参差不齐的小手，有的带着水彩颜料的斑斓，
有 的 留 着 橡 皮 泥 的 浅 印 ⋯⋯“ 不 如 我 们 来 画 ‘ 自 己 的 母
亲’？”我擦掉黑板上的段落分析，递出彩色粉笔。

小薇踮脚在黑板上画了双弓着的手，拇指和食指捏着细
小的鞋钉；明浩画了戴着手套的手，指尖向上托着一块红
砖，砖缝里渗出几滴汗珠。随着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呀声，黑
板上逐渐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有的捧着烤红薯，有的握
着锅铲，有的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

下课铃响时，小薇忽然跑过来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
着：“原来课文里的妈妈，和我妈妈的手一样会疼。”那一刻
我忽然明白，那些被反复解析的经典细节，远不及孩子眼中
母亲真实的模样来得生动。当我们在课本里寻找“母爱”的
标准答案时，孩子们早已在生活中触摸到母爱的肌理——是
修鞋时粘在指尖的胶水，是搬砖时磨破的手套。

后来我在备课本首页贴了张便签：“先看见孩子的世
界，再打开课本的世界。”讲 《背影》 时，会让孩子们分享
自己父亲“笨拙的爱”；读 《秋天的怀念》，不再执着于分析

“好好儿活”的深意，而是听他们说奶奶如何在电话里重复
“多穿件衣裳”。那些藏在皱纹里、老茧里欲言又止的情感，
在孩子们的讲述中，渐渐褪去铅字的隔阂，变成了带着呼吸
的生命教育。

去年冬天，我路过小薇家的修鞋摊，她正蹲在妈妈脚边
画速写。暮色里母女俩的剪影叠在一起，像极了黑板上那幅
没有修饰的画——原来最好的语文课，从不是技巧的拆解，
而是让文字成为照进生活的镜子，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镜中看
见自己的故事，看见那些被忽略的、细碎却滚烫的爱。

教育的深意，或许就藏在某个放下既定教案的瞬间。当
我们愿意让课本里的“母亲”走下纸页，牵起孩子眼中真实
的“母亲”，文字便有了血脉，课堂便有了心跳。就像小薇
画里那双布满裂痕的手，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比任何修辞
都动人的深情。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九小学）

学生笔下母亲的手

吴继缘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中学研究
团队从“活动激趣，诗文育魂”思想出
发，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围绕

“文言”“文章”“文学”“文化”展开研
究，遵循“找乐子”“壮胆子”“搭架子”
的原则，创新古诗文活动化教学体系与实
践模式，让学生喜欢古诗文、知道如何学
习古诗文，进而热爱传统文化，树立文化
自信。

构建有效激趣的古诗文活
动化教学体系

学校立足古诗文特点和课标要求，聚
焦学习动机激发，构建起完整的古诗文活
动化教学体系，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
提升。

引 进 “ 电 子 书 包 ”， 赋 能 情 境 化 教
学 。 学 校 依 托 电 子 书 包 的 AR （增 强 现
实） /VR （虚拟现实） 功能，构建沉浸式
古诗文场景，让学生在仿真情境体验中接
受文化熏陶。研究团队借助电子书包，丰
富学习内容，改变评价方式，如通过智能
互动与即时反馈，生成个性化改进建议，
推进个性化辅导与针对性集中讲授的有效
结合，为学生突破难点“搭架子”；构建
分层资源库，按照难度分级推送学习包，
满足差异化学习需求；学生通过电子书包

的 “ 任 务 大 厅 ” 功 能 ， 自 主 领 取 任 务 ，
选用数字资源完成并提交跨学科实践任
务 ， 系 统 自 动 追 踪 进 度 ， 形 成 学 习 档
案；电子书包自动记录学生参与活动频
次、互动讨论贡献度、创作成果等，生
成可视化素养雷达图，替代单一分数评
价。同时，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等多
方参与点评互动，可让学生在作品传播与
点评中加深认识，收获成功感，提升自信
心，“壮胆子”成效明显。

学 校 基 于 电 子 书 包 推 出 创 新 课 型 ，
如 朗 读 课 、 精 读 课 、 品 读 课 、 比 读 课 、
拓展课等。这些课型通过相应系列活动
设计，引导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发现规律
性知识，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

以写促读，让深度学习发生。写作是
培养学生语言建构能力、思维逻辑能力的
重要方式，也是促进阅读走向深度的重要
方法。教师找准激发学生兴趣与思维的切
入点，以各种形式的“写”与“展示”，
加大对文言、文章、文学、文化等的内涵
品鉴的指导力度，让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
中融入自己的体验。

基于“以写促读”策略，学校研究团
队提炼出七种课型、七种写作活动。教师
在课前设置写作情境、布置写作任务，让
学生带着写作任务去阅读、学习古诗文，
并在课堂上以表演、演讲等活动形式展
示自己的写作内容，深入学习文本，课
后通过检测等环节评估和巩固学习效果。

整合资源，开展活动化教学。教师对
古诗进行整合，按照鉴赏方法、诗人与时
代、题材进行分类，探索出三种群诗阅读
方式：对写景抒情诗，按照“意象—意
境—情感”的鉴赏思路体味作者在诗歌中
所表达的情感；对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诗
歌作品进行整合鉴赏；对同种题材的诗歌

（如咏史怀古诗、酬赠诗等） 用一种鉴赏
方法系统鉴赏。通过整合，帮助学生提
升对中国古诗词的系统认识，深入鉴赏
诗词艺术美，在与作者情感共鸣中实现
文化传承。

基于内容整合策略，学校研究团队探
索出三种较为有效的整合活动课型及模
式，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分别开展相应活
动，提升学生诗歌鉴赏能力。

形成与古诗文活动化教学
相应的方法策略

为支持古诗文活动化教学理念落地
并取得实效，研究团队推出一系列改革
举措。

一是开发系列微课，发布在学生班群
中，便于学生学习。这些微课往往聚焦某
个重要的知识点，在“1 对 1”数字化学习
环境下，以个性化、有针对性的辅导帮助
学生清除相关障碍，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
与反思能力。

二是在理论阅读与实践的基础上，编

写配套的教学设计和学案，起到引领辐射
作用。

三是根据具体内容设计研讨课，在实
践、研讨、反思中不断完善，形成典型案
例，向校、区、市不同层面推广。

四是提炼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教
师可借助电子书包组织诵读、互评、批注
等活动，丰富课堂组织形式，并由单一的
线下扩展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平台，
扩大课堂容量。在以写促读方面，教师可
以采用“写作任务+展示活动”的形式，
通过设计写作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写的形式包括撰写提要、补白、扩写、仿
写、改写、续写、评论等，活动展示形式
包括辩论、表演、演讲、课堂讨论等。

从课堂合作活动的开展到电子书包
的引进，再到融合以写促读策略、整合
策略的研究，学校推进活动化教学改革十
余年，逐步突破古诗文教学原有模式，以
清晰任务为指引，设计有思维张力的活
动，借助信息技术力量，优化教学内容及
流程，提升古诗文教学活力与效度，为学
生搭建更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平台，
提升了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探
索为古诗文教学的数字化、活动化转型
提供了可复制、可验证的实践样本。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
中学高级教师，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诗文育魂：古诗文活动化教学实
践探索”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如何开展古诗文活动化教学

本报记者 蒋亦丰

周末，闻颜宣早早从床上跃起，将金翔龙院士编
写的《奇妙的海洋课》塞进书包。一小时后，他和同
学们在自然资源部海洋二所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科学
家。交流活动中，金院士回答了孩子们关于海底科
学、大洋科考的问题，他还鼓励闻颜宣努力学习，解
决海底科学中未竟的研究。

闻颜宣难掩内心激动，因为他就来自杭州市文三
教育集团文宣小学的“金翔龙班”。在该校，每个班
级都额外有一个以科学家命名的名字，以此开展主题
鲜明的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活动。六年时间，孩子们与
科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种全新的科学教育样式悄
然形成。

金翔龙院士给文宣小学的学生们写寄语。 学校供图

本报记者 杨国良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
域，中国气候生态明珠，要盘活
资源优势。”重庆三峡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徐承英谈到城口
县时这样说。近年来，重庆市城
口县构建 5 条研学路线，开发出
35 门课程，累计组织县内外 2 万
余名学生参与，成为“小县办精
思政课”的生动写照。

城口县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最
早迎来红军主力部队并完整建成
苏维埃政权体系的县，是重庆革
命老区的重要象征，拥有大巴山
自然保护区、生态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基地等多处绿色生态宝
藏。

如何下活这盘资源棋，让宝
贵资源惠及每个学生？2022 年
起，城口县教委聘请重庆市教育
评估院、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
学、三峡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10 余人，联合本县熟悉城口历
史的德育骨干、思政课教师等
15 人组成理论扎实、经验丰富
的专家团队，通过实地踏勘、访
谈居民、查阅史料等方式，系统
梳理城口革命历史、英雄事迹、
红色遗址、自然生态等资源，构
建 5 条精品研学路线、10 个实践
基地，实现思政课堂全开放。

“这香味来自大巴山深处，
这芬芳源自千载传承。”城口县
第二实验小学校正在开展“巴山红小星——我为家乡代言”
宣讲活动，孩子们声情并茂地介绍城口老腊肉、亢谷美景等
家乡特色。城口县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打造

“泥塑红色故事”“寻飘香腊味，探乡村振兴”等 15 节生活
化思政课，拓展生活化实践课堂。

“胶鞋书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庞启渊在修齐镇第一中
心小学讲述：“我在沿河乡北坡村工作时，备了 2 双单层胶
鞋、1 双棉胶鞋和防水筒靴。走访多了，乡亲们就喊我‘胶
鞋书记’。”近 3 年，城口县教委邀请 50 余名烈士后代、老党
员、行业楷模走进 41 所中小学，通过“红领巾广播站——
城口红色故事汇”沉浸式开展思政教育，厚植爱国情怀。

在城口县人武部军民联欢活动现场，复兴小学学生巧手
剪出“福”字，与官兵共贴窗花迎新春。这是城口县“融劳育
德”特色思政品牌的具体实践，通过“一校一品”建设，学生创
作的 5000 余件作品成为鲜活教材，14 所样本校开发出校内特
色课程及校外情景式研学课程，推动红色教育具象化。

在坪坝镇红军索桥上，任河小学四年级学生正在模拟战
斗场景：前队持铁锅匍匐前进，后队持“枪械”紧盯对岸。
该场景所属的“红岩思政”研学线路，将川陕苏区城口纪念
馆、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红军药房遗址与裕品堂石斛科
研基地串联，实现红色基因与绿色科技的自然衔接。刚经历

“战斗”的“小战士”随即走进石斛科研基地，通过种植体
验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

来自云阳县的 400 名小学生在修齐镇白果村体验茶艺、
磨豆浆等乡土文化。“今天最难忘的是磨豆浆，手臂都酸
了，更懂得珍惜粮食了。”云阳县泥溪镇桐林小学学生边擦
汗边说，劳动教育目标在实践中有机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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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故事

经验分享

“我们应该选择与当下生活最贴近的科
学家。”一名学生提议。时值全国开展“光
盘行动”之际，学生们逐渐达成共识：被誉
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不仅用
科技创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扎根
大地、躬耕田野的精神更值得学习。

就这样，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三个校区
的孩子们，用一双双小手投出了“袁隆平
班”“屠呦呦班”“黄旭华班”⋯⋯各班制作
了对应科学家的精神图谱，达成班级“科学
公约”，并通过班队活动、假日活动等形
式，具象化感知科学家精神。

在 103 班 （屠呦呦班），班主任林青雯
把学生分成五个小组。植物组领取“青蒿叶
标本观察包”，和家长完成 《青蒿观察卡》。
实验组用菠菜叶模拟“魔法汁液提取”。团
队组合作扮演“屠奶奶与助手”，用积木搭
建“迷你实验室”。疾病组用贴纸制作“蚊
子传播链”手绘图。故事组则观察并记录活
动，同时寻找屠呦呦科研故事的细节，两相
比较下生动阐释科学家精神。

走进科学家的奇妙世界

经过低段两年的科学家精神学习，学生
勾勒出对科学家的整体印象，对其研究方向
也有了初步接触。进入中段后，学校把“一
班一科学家”的重心，落在了科学学习习惯
与能力的培养上。

“我们聚焦六大领域，提取了国家课程
中与之相关的知识模块，形成新的教学颗
粒，以课堂延伸学习或拓展性课程等形式丰
富教学。”杨凌英说。

例如生命科学领域，“一班一科学家”
涉及屠呦呦、钟南山、童第周等人。科学教
研组找出教材中与他们研究领域所对应的

“植物世界”“动物世界”“人体与健康”等
主题单元，通过磨课为教学拓展打下伏笔。

上到“植物世界”里的 《凤仙花的一
生》 一 课 ， 科 学 教 师 郑 明 亮 走 进 407 班

（袁隆平班），先是按部就班地介绍了凤仙
花从种子到开花结果的过程，然后出示两
张图片——学生种植的凤仙花、一片金黄
的稻田。

“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种重要的
植物——水稻。”郑明亮让学生们仔细观察
普通稻种和杂交稻种的区别。接着，引导大
家用湿润的纱布搭建了一个微型“秧田”，
并布置课后作业：观察稻谷发芽的过程。

等到嫩芽长到两三厘米时，郑明亮发给

每人一个浅水盘当作“稻田”，孩子们小心
插入秧苗，还用牙签做标记。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管理环节，学生们热烈讨论起水稻需
要多少阳光、多高温度、多深的水。郑明亮
适时总结：“科学家们就是通过无数次精确
实验，才找到了秘诀。你们现在做的每一个
步骤，都是袁隆平爷爷当年在田间地头反复
尝试过的。”

拓展性课程也在“一班一科学家”的土
壤中结出了新果子。科学教师童瑶发现，三
个校区里选择昆虫学家命名的班级有不少，
平时也常有学生来请教昆虫知识。于是，她
牵头开发了“妙趣虫生”课程，每课选择一
种昆虫，学生寻找身体结构特征，通过动手
操作分析昆虫习性、生命周期，并记录在活
动手册中。没多久，就有学生在校内办起了
别开生面的昆虫标本展。

打开学习空间走向星辰大海

全息投影将太阳系立体呈现，八大行星
在指尖流转，戴上 VR （虚拟现实） 设备就
能“登陆”火星表面⋯⋯走进文宣小学的天
文科技馆，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设备瞬间点燃
了人们探索宇宙的激情。

这里，正是三个校区以天文学家命名的
班级的好去处。科学组以教材中的 《太阳系
大家庭》 一课为基础，开发了适合小学生的
研学手册，包含行星比对表格、观察任务清
单和简易星图。学生提前一周制作行星黏土
模型，初步建立起对太阳系的认知框架。

活动当天，学生们走进天文馆测量八大
行星模型的直径，并与黏土模型进行比对。
接着，学生借助 VR 进一步认识太阳系，然
后讨论“如果要在太阳系其他行星建立基
地，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并将想法记录在
研学手册上。

“原来木星有那么大，难怪老师说能装
下 一 千 多 个 地 球 呢 ， 我 还 想 再 去 体 验 一
次！”学生蒋清芷意犹未尽地说。

学校极力拓展校外基地，实现一类科学
探究领域配套一个实践基地。学校还牵线多
名院士，为所对应的班级开展主题讲座、研
学活动等。

“我们期待通过‘一班一科学家’的机
制创新，让小学生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和学习，
蹚出一条培育科学素养的新路。”杨凌英表
示，接下去学校将深化“学—研—评—创”一
体化的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追踪学生
科学素养的进阶，以求实效和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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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气象科普馆探索辉光球发光原理学生在气象科普馆探索辉光球发光原理。。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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