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池沙洲

很多学校的教科研工作存

在这样的现象：评上职称的教师

没有活力，每逢教研比请佛还难

请；年轻教师不知怎样使力，机

会平时也很少眷顾他们。校本

教研全靠教科室主任左支右绌，

孤掌难鸣，这就很尴尬了。虽说

教科室主任是专业成长最迅速

的岗位，但一所学校不应该只有

一个人在成长，而其他人成长缓

慢或者拒绝成长。嵊州市城北

小学早在10年前就完美地解决

了这个难题，最近他们将这一做

法披露出来，与同行分享。这就

是——“名师领办”主题教研。

普通教师发起并组织年
段项目学习，在城北小学这很
正常。

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恰逢

春暖花开，学校逸夫楼前的樱花

树吐出了绿色的小舌头。如此

大好的春光怎能辜负呢？语文

教师楼水英突发奇想，何不在自

己任教的四年级搞一个有关樱

花的项目学习活动？说干就干，

从3月份开始，学生们每天课间

去观察樱花树，通过书籍和网络

查找樱花的相关资料，写起了观

察日记和樱花诗集。进入4月的

时候，樱花灿烂，落英缤纷，学生

们再次施展本领，制作樱花书签

和花瓣贴，精美的作品在宣传窗

里展示……整个四年级“樱花之

约”项目学习是发起人楼水英组

织的，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平常：

楼水英大概是学校的教科室主

任吧？不，她不是。那她应该是

四年级的语文教研组长吧？不，

她也不是。这才是这次项目学

习不平常的地方。

教研活动每个学校都在

搞，城北小学校本教研的不同

之处在于人。组织活动的不是

教科室主任，也不是教研组长，

而是——领办人。

百度中并不能查到“领办”词

条，但“党员领办”“书记领办”“科

技人员领办”等用法频频出现，相

关搜索结果多达1000万个。

城北小学对“领办”的解释

是：认领—引领—创办—主办。

申报教研主题如同认领一
个孩子，谁领的谁把孩子养大。

“名师”指的是校级名优、骨

干教师，资格下限是嵊州市优质

课评选一等奖获得者。他们被

称作“领办人”，目前城北小学符

合条件的领办人一共有30位。

然而领办人的选择并不局限于

校内，从2012年开始，扩大到了

“城北教研片”的育英、剡湖、仙

岩、三界、下王等12所学校及教

学点。

裘迪波副校长介绍了“名师

领办”的4个活动步骤：“第一步

先由领办人申报教研主题，再由

校长办公会议筛选，这样确定了

主题和领办人。第二步是组阁

主题教研团队，领办人根据自身

和本期主题的特点，选择教师组

建少于12人的小团队（美国罗宾

斯管理学的观点），团队成员可

以跨年级、跨学科、跨学校。第

三步是设计方案，分工落实，一

般是讲究同课异构，激发思想火

花，捕捉瞬间灵感，营造交流互

动。第四步是活动结束后的考

核评价。对领办人和活动进行

认可度调查，分析成败的原因，

颁发团队和谐奖，将团队绩效计

入个人绩效考核比重。”

让我们把时间节点调回到

2007年，那一年，当时分管教科

研的茹茉莉副校长第一次提出

了“名师领办”的概念。在学校

的一份档案材料目录中，清晰地

记载着当年的6项活动主题《享

受过程的快乐》《我爱写字》《课

件制作》《我爱拼音》《我爱阅读》

《我爱作文》，以及各不相同的领

办人姓名。

很明显，城北小学的名师领

办是从语文学科教研开始的。

次年，教研主题中有了数学学科

的《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和《数学习惯培养的氛围创设》。

“名师领办”就像父母陪着
孩子成长，父母自身也在成长。

嵊州市教育体育局教研室

副主任田晓军感叹：“现在很多

学校做教研活动，不管老面孔、

生面孔，效果都很有限。老面孔

见得多了，大家对他讲的那一套

早就熟悉了，听课也不会有什么

激情；好不容易请了一些生面

孔，教师们觉得专家是专家，你

在台上讲你的，我在台下做我

的。教研活动使人产生了疲惫

感，哪怕增加活动次数，得到的

结果也仅仅是减少了教师的作

息时间。长此以往，学校的面貌

不会有大的改变。”

田晓军认为县一级的教研

活动成效有限：“每次到县里参

加活动的教师就这么几个，下面

一大批教师几年内都没有机

会。听课教师回去不传达内容

给其他教师，县级教研活动的精

神就不会落地。”因此，田晓军倾

向以校本教研的方式推动教师

成长，他特别激赏并推荐城北小

学“名师领办”这样的成长方式。

“自己提出要做的事，自己

一定会把它做好。这就是‘名师

领办’主题教研的生命力所在。”

田晓军说。

教导处副主任葛红蕾对“名

师领办”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

领一个主题或一个课题，就像领

回一个孩子，呕心沥血地加以养

育，让他不断成长，成熟，成人。”

葛红蕾介绍：“认领了主题

以后，团队中的每位教师都有任

务，尽其所能，有的整理材料，有

的进行展示课堂，有的上台汇

报，有的请来专家做讲座。最后

大家把想法写成一篇篇论文，10

多篇论文汇编成论文集，形成和

积累的这些资源对年轻教师很

受益。”

学校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教
师也可以在这里成批高质地获
得发展。

多年来，“名师领办”为城

北小学乃至嵊州市培养了一批

优秀教师，多位学校校长和行

政领导是从城北小学的教师岗

位上走出去的。因此，城北小

学被誉为嵊州市小学教育界的

“黄埔军校”。

新的领办团队成员不断涌

现，不同年龄梯度的教师都在奋

发有为，长者如老姜醇酒，不忘

初心；少者幼虎牛犊，砥砺前

行。这样的人才盛况在一般的

学校是难得一见的。

尹蔡英在学校语文名师团

队中最年长，但她不仅没有摆老

资格，反而积极在“名师领办”活

动中发挥引领作用，承担和参与

多项市级课题并获奖，近期正在

开发“走读艇湖”精品校本课程。

而科学名师团队领军教师

蒋德锋已近30年教龄，依然积

极参加各级各类活动，是绍兴市

小学科学教学的领跑者，其开发

的精品课程获评浙江省精品课

程，执教的科学课荣获国家部级

优课。

最近两年，据不完全统计，

城北小学40周岁及以下教师在

省级及以上发表、获奖论文30余

篇，承担省级重点课题1项，绍兴

市、嵊州市立项和获奖课题累计

近40项，教师个人参加嵊州市级

及以上各类比赛获奖近百人次。

该校教科室主任刘科慧曾

经是团队最年轻的成员，她在一

次次领办活动中获得了成长，先

后获绍兴市学科带头人、绍兴市

学习之星等荣誉称号，还成为浙

江省名师工作室网络学科带头

人。近两三年来，她的课题研究

硕果累累，去年下半年，不到35

周岁的她还评上了高级职称。

目前她正在参加城乡教学交流，

又影响和带动了农村学校的青

年教师成长。

在校内名师的带动引领

下，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从

2015年起，参加工作不到10个

年头的林慧娣、卞杭钗、钱月

芳、吴思颦等教师均被评为嵊

州市教坛新秀，才 5 年教龄的

尹艺霞获嵊州市教师课堂展示

第一名，其“一师一优课”获评

浙江省级优课。

拥抱全新的时代，城北教研
领办制度从内容到组织形式都
在更新。

“改革需要传承，也需要创

新，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我

们需要赋予‘名师领办’新的内

涵。”校长钱国园说。

刘科慧介绍，目前城北小学

正在创建的“新名师领办”制度

与以往相比有以下不同：一是团

队成员的新。领办团队在原来

的学科基础上拓展，将包括音、

体、美在内的其他学科纳入，形

成全学科的校本教研体系。在

社团课程、拓展性课程、研究性

课程等方面，给有一技之长的教

师一个展示的舞台。

除语、数以外，其他学科的

青年教师也获得了快速成长。

如教龄才7年的英语教师竺灵

琳、音乐教师何琳近年作为嵊州

市代表参加绍兴市的优质课评

比，双双获得了绍兴市一等奖，

其中何琳还冲出绍兴，最终参加

了省级比赛并获得了二等奖。

二是内容上的新。将开发

精品课程、课题研究的过程动态

化地呈现出来，与教学相结合，

不增加教师负担，还将服务于一

线教学。

三是形式上的新。由过去

的一个人领办，发展到现在允

许两到三位校内名师组阁团

队，更有效地发挥名师团队成

员间的相互协作，提升了活动

领办的质量。

□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翔云小学 朱徐杰

探究式学习是强调实践性、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处理好教师与学生、时间与空间、材料与活动、动手与动脑等各种关系，面

临着诸多困难。比如探究性学习过程中的许多环节比较耗费时间，尤其是

在实验数据的收集反馈环节，而数据是验证科学猜测的重要证据，数据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决定了探究过程的严密性。

再比如，学生的注意力容易被实验材料吸引分散，增加教学的组织难

度。而“活动有余而思维不足”是探究性学习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

这些困难在现有教学环境下已经难以再有效突破了。

平板教学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平板电脑轻便的体积、丰富的传感

器、强大的网络功能、流畅的程序运行能力、超长的电池续航能力、细腻的

高清显示屏、灵活多样的人机交互等多种优势的共同存在，能在课堂中对

教学带来有力的支持。

目前，科学探究与平板教学有效整合的案例还鲜有出现。认识平板电

脑及其丰富的教学资源，合理利用平板电脑的强大功能，能使探究性教学

中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四个要素的结构关系发生一定的变革。其教学资

源能提供图文声像的感官刺激、灵活交互的学习方式、超文本链接的教学

信息框架，进一步优化探究性学习，能给科学课堂带来一番新气象。

一、模拟化活动强化感性认知
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设计出具有趣味、挑战性、体验性的教学游戏，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积累更多的主体体验。

六年级上册《相貌各异的我们》的第一个环节要求学生画一画同学的

样子，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有难度的，因此这个活动在许多课堂中都被

摒弃了。而图形图像是信息技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在学生认识了发际、

头发、耳垂、眼皮、下颌等5个相貌特征的性状差异后，引导他们在平板电

脑上开展游戏化的操作，通过按钮选择组合自己相貌模型，就能明显地感

受到不同的性状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相貌，

给人的视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游戏把原本一个不适合探究的教学

内容，变成了一个具有探究性的活动任

务，学生可以利用这个游戏充分开展“提

出假设—设计方案—开展活动—数据分

析—解释假设”的完整的探究过程，获得

更丰富更直接的综合体验。

二、智能化数据简化信息处理过程
利用平板电脑的网络技术能对探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

快速的传递和智能的处理，并能及时灵活地反馈处理结果，这有利于简化

环节，促进探究的进程。

五年级上册《我们的小缆车》一课中，主要引导学生利用自己测量的数

据来验证“拉力大，小车运动得快”这一猜测。而数据反馈这个环节在传统

教学中往往存在耗费时间、反馈效果不佳等问题。

在平板教学中，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一边记录测量数据，一边输入到

平板电脑的页面中，利用“提交”功能将数据快速上传到服务器。同时利用

“查看结果”的功能还可以查阅其他小组的实验数据，提前介入到了数据分

析的环节。这样的方式为课堂节约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提升了教学的效

率，同时也优化了数据反馈的效果。

可见，借助平板电脑的网络功能，可以浓缩探究过程中“数据收集反

馈”这个环节，提升教学的效益。

三、具象化图像优化实验取证过程
平板电脑对图像、照片等素材有很强的处理能力，学生在实验操作的

各个环节中，根据实验需要利用平板电脑拍摄照片、操作图像等形式，可以

有效优化实验的过程。

六年级下册《月相变化》一课的模拟实验中，学生要在8个位置观察黑

白球的亮面情况，并做好记录。这也是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

在平板教学中，学生可以点击“相机

图标”，调用摄像头对黑白球拍照。这就

以更快的速度、更真实的画面记录了实

验现象，优化了实验取证的过程。同时，

将每个小组的8张照片上传到网络上，通

过智能排版，将照片有序排列，便于学生

进行有规律的分析。

利用平板电脑拍摄实验现象，证据更真实；对照片进行智能处理，证据

更有序。这种方式优化了取证过程，有力地促进学生开展下一步论证活动。

笔者以为，智慧探究就是通过培植人机协同的学习方式，在学生“寻找

证据开展解释”的过程中共享信息、增强体验、整合环节，凸显探究性学习

的本质。让教师开展高成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开展更有价值的探究过

程，变不能为可能，变小能为大能，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解释能力、

实践动手能力、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科学探究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证据的解释”。平板电脑

及其教学资源不能替代学生的实验操作和探究过程，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

段，优化探究过程的开展。教师要避免平板教学中喧宾夺主的现象，重视

了平板而淡化了教学。

智慧探究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教学设计能力与技术开发能力的脱节。

智慧探究要真正大面积铺开落实，需要将平板教学资源与教学内容进行深

度整合，这就需要教学设计与技术开发相互融合，应用智慧探究的思维方

式来开展教学设计、制作相应的教学应用。这两者的脱节，会导致平板电

脑应有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不能服务于科学探究，或者教学应用不适合

教学而无法发挥促进作用甚至发挥负作用。教学设计能力和技术开发能

力属于两个行业的专业范畴，具有天然的鸿沟，这是当前智慧探究发展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才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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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

近日，常山县芳村小学利用
全体师生集会时间，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学校安全办准备了8个脸盆，让
学生们上台进行憋气体验。憋
气时间最长的一名学生，也没能
坚持到1分钟。这让学生体验到
了人在水中呼吸困难的感受，对
溺水有了深刻的认识。学校借
此向全体师生通报近期全国各
地发生的溺水事故，介绍预防溺
水的方法，全校师生在主题宣誓
后进行了签名教育活动。

（本报通讯员 徐德飞 余
福军 摄）

指尖学习：平板技术与

实验探究相融的可能性

理念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