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林静远

打开家用热水器，最早排放出来

的冷水，该如何回收利用？这是近日

湖州市飞英小学科技创新社团指导教

师余文江向学生提出的问题。在他的

引领下，经过反复实验，学生们萌发了

创造的灵感：在出水口安装带有一个

进口、两个出口的零件，将冷水回收。

师生们将带着这个小发明参加湖州市

的科技竞赛。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小发明，其

实融合了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等多门

学科知识。激发创新思维是创造力培

养的关键点，也是教育面向未来培养

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基础。和飞英小学

一样，通过改进课堂教学方式，搭建小

发明、小创造、创客空间、科技节等多

种平台，我省各地各校在推进学生创

新教育、培育创新思维上进行了诸多

尝试。

设计好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激发创新的热情，并进而

提升能力。采访中很多教师表示，在

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这是很有效的手

段之一。杭州师范大学理学院教授杨

建宋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

科教师，应该结合本学科特点，设计学

生感兴趣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在台州市白云中学的课堂上，物

理特级教师颜伟云给出的一道思考

题，一下子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用

量筒测量石头密度时，筒口太小装不

下石头怎么办？有学生提出，先把

石头装到盛满水的小烧杯里，再把

小烧杯放到大烧杯里，其中溢出的

水，就是石头的体积，这样就可以测

算密度了。

生物中的光合作用是个复杂的过

程，如何用简易的器材完成这个实验，

并初步体验光合作用的过程？湖州第

二中学生物教师忻森曾向学生抛出这

样的问题，他让学生用多种方法探

究。学生在讨论中不断闪现出灵感，

提出了很多种方案，最后都观察到了

光合作用的现象。忻森认为，创新并

不一定是从无到有，有时引导学生对

一个实验用多种思维方式解决，也是

一种创新。

除了常态化的课堂创新，我省各

中小学校还积极搭建少年科学院、科

技创新社团、科技节、创客空间、综合

素质实践基地等平台，给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插上飞翔的翅膀。

通过智慧中心总体控制，可以用

APP来打开教室内的所有用遥控器

控制的电器，教室门未关紧时系统会

自动报警。通过学校少年科学院这个

平台，今年全国科技教育创新优秀学

校舟山南海实验初中的学生正在展开

关于“基于物联网的校园实验室建设

项目”的研究。该校的少年科学院建

立于2010年，校长金可泽介绍说，学

校吸收了国家和各省的少年科学院经

验建立起校级少年科学院。正是这个

平台，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创造欲望

和能力。近年来，学校获省级以上的

科技创新项目就有20多项。

自动烘干的鞋垫、会飞的雨伞、吸

尘器电梯、自动换袋垃圾桶……每年

镇海中学的科技节上都会诞生很多新

的小制作、小发明。这些小发明无一

例外来自生活。在学校看来，利用生

活中的事例以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一是接地气，二

是学生乐于接受，更乐于参与。在平

时，学校也会抛出一些研究性学习项

目，让学生紧扣生活实际研究，如绿色

冰箱、校园自助医药箱、废弃节能灯对

环境的污染及其回收等。每年一度的

科技节上，该校还创设了以低碳生活

为主题的LOGO电脑设计大赛、“百家

讲坛”科技创新讲座、“金点子”大赛、

研究性学习成果展评等。

结合当下热门的创客教育，我省各

校还积极搭建创客空间，配备3D打印

机、激光雕刻机等先进设备，为学生的

创新实验和探索提供硬件保障。海盐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早在2007年就开

展了机器人教学，2014年新建了机器

人实验室，今年又新建了创客空间。副

校长何月丰说，传统的实验室已经满足

不了学生的探究欲望。在新的创客空

间里，学生可以结合学校开设的虚拟机

器人、实体机器人等课程，利用先进的

设备，尽情探究尝试和创新。

在浓郁的科技创新教育氛围下，

近年来，我省各中小学校在各级科技

创新比赛中屡创佳绩。今年8月在杭

州举办的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上，我省青少年获得了5个一

等奖，占一等奖总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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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 培育中小学生创新思维

打造智能校园管理系统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娜）选课走班后，很多

教师记不清学生的面孔。日前，杭州第十四中

学教师借助位于黑板斜上方的高清摄像头，成

功识别学生面孔，一分钟完成点名。学生“刷

脸”的背后，是一套完备的智能校园管理系统。

该系统就像学校的“大管家”，是学校根

据自身情况融合大数据、面部识别等多种技

术建成的，除了教室，还应用在学校的医务

室、寝室等地方。

学生利用该系统请假只需班主任动动手

指，家长、生活教师、门卫，一秒就通知到位。

学生进入医务室后，通过面部识别仪器一扫，

个人身体状况等信息一目了然，方便就诊。

学生走进寝室大门的同时，该系统就能帮助

宿管员完成点名。该系统还能实现不少“暖

心”功能，让寝室里的所有用电设备都能定时、

集中控制。

□范寿仁

丽水中学每年都会举办一

次“我是讲书人”大赛，每一次

总决赛我都会参加。在一个可

容纳 1000 多人的报告厅里，18

个讲书人在台上依次用自己的

方式讲述现实主义的《看见》、

浪漫主义的《绿山墙的安妮》、

探讨生命意义的《维罗妮卡决

定去死》、极具人文情怀的《天

才在左，疯子在右》，以及风采

各异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个人

的朝圣》等。

每一所学校都会举办许多

类似的学生活动，但有些活动

热热闹闹地走过场，而有些活动

却能让学生们记忆深刻、影响深

远、意义非凡。其中的差距，个

人认为在于活动的设计。对学

校而言，教师发展需要平台，学

生发展需要活动，而有价值的活

动，必须要有设计。

如何设计？第一是示能。

所谓示能，就是必须直观地展

示活动参与者所具有的功能。

没有功能或生硬地展示功能的

设计都是失败的。而“我是讲

书人”大赛，恰恰在于它通过一

个活动载体的设计，展示了多

样化的功能。要讲书，首先必

须阅读，其次必须思考，再次必

须写读后感，最后还要将书面

表达转化为口头表达，整个流

程中，读、思、写、讲、演等多种

能力都得以锻炼及展示。至于

台下的听书人，首先是听，然后

依次延伸到读、写、讲，收获也

是全方位的。

第二是约束。任何好的设

计都不会是无边际的，它必然

要体现一种自我控制。比如我们打开一个文

档进行书写，最后关闭时，都会跳出是否保

存的字眼，这就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说

到底也是一种保护。“我是讲书人”大赛，它

的约束性体现在所有选手讲的书目，都必须

是在教师提供的范围内。这对教师而言是一

种促进——必须阅读、筛选，然后方可推荐；

对选手或者整个赛事，则是一种保护，一种

约束——必须经典、健康、向善。

第三是体验。常态或者说传统的教育教

学活动，大都以知识的传授为主，缺少参与者

的体验，即使有也仅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阶

段。如何让更多的参与者通过活动体验成

功，以及成功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比活动本身

更有意义，即使没有取得好成绩，参与活动过

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是讲书人”大赛

在总决赛之前，已经历了若干环节，从海选到

总决赛，参赛选手体味到了过五关斩六将的

感觉，也感受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提高和丰

盈的收获。

当然，“我是讲书人”大赛仅仅只是一个

例子，我想说的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从事

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时，都应该用心设计，使

自己的教育设计、课堂设计、活动设计等努

力贴近学生需求，激活参与者的热情，助力

成长。

衢江一小
开辟“农耕”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光辉 徐云鸯）近日，

在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小学的“四点钟学校”，学

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习了解各种农耕用具的

功能。这是该校开辟的“农耕”课堂中的一项

内容。

这几年，学校周边实行城中村改造，附近

的村子路口经常可见被丢弃的农具器物。学

校认为，这些农耕用具一旦消失了，学生们再

也难以体验到当年传统的农耕文化了。于

是，学校开辟了“农耕”课堂，并收集整理了30

多件农耕用具和农村生活用品，放在学校的

一条长廊中。墙壁上，悬挂着二十四节气图，

学生们在“农耕”课程中还可以学习节气知

识。学校在每件农具上贴上二维码，学生们

通过移动学习终端机扫描，便可详细阅读到

这些农具器物的相关知识。学校还在校内辟

出一片土地，作为学生的农耕实践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小凤）
日前，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的一

堂雕版印刷课吸引了很多来访者

的注意。只见30多名学生手里

拿着刻刀，一笔一画地在木版上

刻出了“福”字。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学

校开展了一系列雕版印刷综合

实践活动，2015 年又与浙江图

书馆合作，开设雕版印刷拓展性

课程，引导学生走近雕版文化，

学习雕版印刷技艺。校长沈国

荣说：“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兴

起，雕版印刷将面临失传。组织

学生传承雕版印刷技艺，感受

1300 多年传统文化发展的精

妙，是我们的使命。同时，也能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

情怀。”

作为全国首家设立雕版印

刷课程的小学，目前该校开设

的雕版印刷课程采用分层教

学，并邀请外聘教师授课，三年

级学生学习印刷和装订，四、五

年级学生开始雕刻。

学校还结合节假日和时事在

雕版内容上推陈出新。今年4月

围绕“廉政文化进校园”，制作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腐倡

廉三字经”“廉洁历史故事”“廉洁

名言警句”等专题教育新版。6

月，在“崇廉小课堂”第一课中又

推出了“反腐倡廉三字经”的教育

专版。10 月，学生们还制作了

“向祖国母亲六十八华诞献礼”的

国庆专版。

11月 27日，长兴县第四小学邀请校外辅导
员、83岁的退休教师周雨梅来校，为学生讲述长兴
当地著名革命前辈朱云芳的英雄故事，激励学生弘
扬前辈的爱国精神。据了解，92岁的朱云芳曾参
加过抗美援朝等多次重大战役。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退休教师宣讲退休教师宣讲““红色红色””故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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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贺辉艳

热爱冒险的Alice欢快地跟着小兔

子来到了森林里，忽然，她掉进了奇幻的

树洞，高速旋转着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奇

幻世界。Alice的身形开始忽大忽小，这

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又有什么样的惊

喜在等待着她……在12月2日举行的首

届“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大赛总决赛现

场，杭州市大关小学吴纤尘、罗景行等6

名学生表演的舞台剧《Alice in Won-

derland》赢得了满堂喝彩。

首届“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大赛

是由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主办、小学生时

代杂志社承办的。舞台上，学生们用标

准流利的英文，尽情展现着表演才艺。

据了解，“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大赛

活动自 2017 年 3月启动后，得到了全

省各地小学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杭

州、嘉兴、湖州、衢州、台州等地62所学

校的4000多名小学生参与。经过层层

选拔，最终杭州市大关小学、海宁市实

验小学、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等

20所学校进入总决赛。

在总决赛现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副社长、副总编项勇义说，小学生时代

杂志社举办的这次活动，为全省小学生

搭建了一个英语情景教学的平台，参赛

的每一个节目都取材于《小学生时代·

大嘴英语》杂志的内容，经过各校师生

的重新创编而成。让杂志走进学校、走

进课外学习、辅助课堂学习，这是《小

学生时代》一贯坚持的目标和宗旨。

活动受到了各校师生的欢迎。杭

州市大关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罗才军说：

“‘大嘴好声音’这样的活动，就像一个

引擎，发动着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全情投

入‘说英语’‘用英语’‘演英语’，展现

孩子们的快乐和魅力。”

常山县天马第一小学的指导教师徐

玲认为，“大嘴好声音”搭建的舞台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更激发了他

们学习英语的动力。该校是首批小学生

时代英语教学实践基地，《小学生时代·

大嘴英语》杂志已经列为学校拓展课程

的教材之一。

天台小学英语教师陈玲婷说：“这

样只属于英语学科的专业舞台，真的很

难得。这对孩子是一种难以忘怀的历

练，对老师也是非常好的经验积累和自

我提升的机会。 ”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

委员会委员夏谷鸣评价说：“‘大嘴好

声音’英语风采大赛是一个有趣的学习

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们创造出了

有新意的节目。”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

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徐雪英担任评

委，她在点评中用“意美、音美、形美”

来称赞孩子们的表演，肯定他们在小小

的舞台上用简单的英语演绎出了杂志

内容的内涵与言外之意。

据悉，“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大赛

是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举办的第一届以

省级优秀儿童阅读刊物为依托，面向全

省三至六年级学生的综合性英语文化

竞赛。《小学生时代·大嘴英语》杂志本

着从课堂来、回到课堂去，从生活来、

回到生活去的宗旨，双向促进校园课外

阅读、家庭亲子互动，让学生主动学

习、享受学习。

自信精神“浙”里演绎 优秀文化英语传“声”
——首届“大嘴好声音”英语风采大赛侧记

图为杭州市大关小学学生正在表
演舞台剧《Alice in Wonderland》。

（吴哲宇 摄）

雕版印刷技艺走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