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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20多年前，电脑‘深蓝’首次战胜国象

棋王卡斯帕罗夫，克隆羊多莉诞生；如今，‘阿

尔法狗’战胜柯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出现。

你会发现曾经科幻作品中架空荒诞的故事，

已经在一代人的眼中变成事实。在这个科学

爆炸的时代，明天和今天的距离太近了，逼得

你不得不思考。”多届中国科幻银河奖获得

者，现任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王晋康说。

近日，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在

温州召开。面对“未来已来”的大趋势，“科

普科幻教育”“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成了在

场各校校长、一线教师、科幻教育学者以及

科幻作家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在科幻作品中，无数的‘不可能’被提

出，在如此多的‘不可能’的面前，学生有了

自由想象与创造的空间，并且将这种思维方

式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站在宇宙、时间、空间

的宏大角度上解决已有问题，发现未知的问

题，探索可能的回答。”东道主、温州市教育

教学研究院附属学校校长彭来桂认为，正是

基于科普科幻的重要价值，中学开展科普科

幻特色教育是未来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普科幻阅读 链接科学与人文
“有朋友问我，《追星》这本书涉及天文、

历史、艺术、宗教，是如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的？我告诉他，这不是我把它们融到一块，而

是它们本来就在一起，只是有的人看到了，有

的人没看到。”科普原创作品《追星》的作者卞

毓麟认为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科普科幻类

作品可以让孩子们同时接触“理工”和“人文”

两方面，不做梁思成所说的“半个人”，“如果

想要看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这个过程，方法

只能是阅读、阅读、再阅读”。

这与彭来桂的想法不谋而合，“科普科

幻教育的推进是分步骤的，基于学情，在初

级阶段，一定是围绕科普科幻作品进行主题

阅读”。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陈静

带领学生进行了“《昆虫记》21 天学习之

旅”。在学习之旅的最后一站，陈静带领学

生共同回顾阅读《昆虫记》过程中所发生的

动人故事，分享阅读科普作品的策略、方法，

探讨什么是科学精神，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深

埋在学生们心中。“这一课，是学习之旅的最

后一站，也是开启新的阅读之旅的第一站。”

陈静说。

温州市绣山中学语文教师潘铁豪虽然

还处在实习期，却已经开设了科幻作品阅读

的选修课。作为一名资深科幻迷，上百部的

科幻作品阅读量使得潘铁豪可以巧妙地将

科幻作品运用到语文课的教学中来。“八年

级学生在接触过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的

《带上她的眼睛》一文后，已经对科幻作品产

生了极浓的兴趣，非常愿意对科幻作品进行

深入思考。而刘慈欣在2001年发表的短篇

小说作品《朝闻道》，与《带上她的眼睛》存在

着共性，都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真理的精神，

所以我就引导学生在阅读这两部作品的基

础上，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科学献身精

神展开讨论。”潘铁豪说。

从家庭责任到科学情怀再到国家发展，

此时在课堂上展开辩论的学生们，眼中所看

到的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

而是透过这部作品看到了外面的整个世

界。“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读物，应该

令人感觉不到科学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

开始。它应该像一块平板玻璃，本身或许并

不美丽，你甚至看不见它，但可以透过它看

见外面发生的事情。”卞毓麟赞叹。

“科普科幻+”教学 打造未来课程
“张老师，你是语文老师派来的吧？”当

张聪鹂让学生们编写一个关于磁悬浮技术

在未来应用的小故事时，学生们不禁发出了

这样的疑问。

“这位上课的张老师是科学教师吗？”展

示课《未来“磁悬浮+”》结束后，有些在场的

听课教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张聪

鹂是温州市教研院附校学院路分校的一位

美术教师。这个“升级版的美术教师”为了

完成“科普科幻+美术”的跨学科教学设计，

阅读了非常多的科幻、科技类图书。充分的

前期准备工作，使得她可以在课堂上快速地

列举出多部科幻作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磁悬浮产品类型；学生们举一反三，设计

出了磁悬浮沙发、磁悬浮空中花园、磁悬浮

房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类似的“科普科幻+”课程在温州市教

研院附校学院路分校还开设了很多，如与科

学相结合的“地理大发现”，与信息编程相结

合的“科幻微视频”“科幻电脑绘画”，与艺术

相结合的“科幻主题动漫”等7大类28小类

科普科幻校本课程。

温州市实验中学府东分校的校长周莹

将这种跨学科的项目化学习称为“未来课程

的新基因”。作为一个创办时间较短的集团

分校，未来教育的实验和探索在温州市实验

中学府东分校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空间。绿

化大队曾在学校蹲点3天，理清了校内47

种植被的名称与特性，“绿化师”课程由此展

开：了解植被的生长需求和习性，制作植物

铭牌，查找有关植物的诗歌，学习植物的英

文名称……“未来课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

联结和生本型。”周莹总结。

“未来学校发展的重点要放在课程设计

上，学科、知识、文化的融合都需要一种有内

容能操作的课程作为载体。”吉林省长春市

第八十七中学校长张苏提到，当来自澳门的

师生走访自己学校时，“给澳门的孩子看什

么”成了他们思考的重点，“后来我们设计了

体现东北文化特点，融合语文、政治、历史、

美术、地理、科学等多门学科的课程。我们

认为，未来一定需要无边界的学校”。

□吕驾宇

春节即将来临，元旦前夕，学校的微信公

众号将征集春联倡议书推出去了，征集优秀

春联原创作品，也征集现场写春联的书法爱

好者。不久后，我的微信头像在跳动，点开，

是2018年夏天从丽水中学毕业，现就读宁波

大学的吴雯冰同学发过来的，“老师，看到征

稿启事了，好怀念学校，好怀念丽中的春联系

列活动”。

我的思绪也瞬间被带回到2018年年初。

差不多是去年这个时候，收到了一份文

件，叫“我们的节日”。是的，前些年，洋节浩

荡，圣诞节、万圣节在校园内呼风唤雨，传统

节日却备受冷落，“我们的节日”的确需重视，

可切入点在哪？这时，学生发展处的潘秋芳

老师建议组织一个春联系列活动，我觉得可

行。潘老师是高效的，没过几天，一份活动方

案已经放在我的案头上，具体包括：全校语文

教师上一堂春联鉴赏课，普及春联知识；发动

全员参与，在全校范围内征集优秀春联原创

作品并进行评奖；在家长、教师、学生当中征

集书法爱好者进行现场书写，书写内容为学

生原创获奖春联；现场竞拍家长、学生、教师

所书写的春联；在每班教室张贴所竞拍的春

联；将竞拍所得款项捐赠给福利院。

吴雯冰是我的语文课代表，她创作的春

联“金鸡辞旧披战甲，玉犬迎新跃龙门”在春

联创作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整个活动最热

烈的，无疑是春联书写现场拍卖会。时间是

2018年1月28日，地点在学校体艺馆。乒乓

球桌铺上毛毡，摆上墨汁、瓷盘，就是简易的

书法桌；乒乓桌前拉上几个绳子，绳子挂上夹

子，就成了便利的春联展示架；家长、师生同

台挥毫泼墨，楷、行、隶、篆等字体各具神韵。

因为春联的内容全部是学生作品，书写春联

的人员是家长、学生或者教师，所以高潮迭

起，场面爆棚。语文教师陶友林原本便是丽

水知名的书法家，在校园内有着众多的拥

趸。他的一副小篆春联，经过十几轮的争夺

后，最终以 400 元的价格花落高三（11）班。

这成为那场现场竞拍的一段佳话。而吴雯冰

创作的对联最终是挂在了自己班级教室门

前。当时参与现场书写她作品的正好是同班

同学叶寒，拍卖之前，班里同学便已商议好，

让叶寒把这副对联留到最后写。那时现场的

人基本都拍到自己想要的作品，自然没什么

竞争对手。后来证明此法果然很灵。

那场活动，参与得很嗨的还有参加现场

书写的家长。记得一个名叫吴忠华的家长活

动结束时专门走到我面前说：“儿子看到我出

现在台上时又吃惊，又骄傲，还招呼其他同学

说，‘这是我爸爸写的！’”

那次活动后，潘秋芳在活动总结中写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抓手，春联系列

活动从知识传授到实践运用，以可触摸、可感

知、便参与等特点，让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

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我也在自己的工作笔记写下一段话：这

项活动给我们的启示是，所有的德育活动要

“守一”，更要“望多”；整个春联活动，创设了

一个教育共同体，让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

都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黄莉萍 通讯员 谌 涛

一个社团，一群师生，成为省高中生“五水共治”辩论赛总冠军

后，共同出了一本专用书籍，开发了两门校本选修课……

一切，只因思辨遇上了孙慧丽。

而孙慧丽，也在思辨的路上不断前行，将辩论融入自己的语文教

学中，进而获得全国“教学艺术杯”课堂教学大赛高中组的一等奖。

她的课堂，专门培养“刁钻”学生。

面试到流泪的面试官
上中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慧丽看到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

会的视频，因折服而两眼放光。这样的光芒，伴随着她一路成为大

学里的校最佳辩手、校辩论队“金牌教练”……

成为衢州第一中学教师5年后，她遇上了“南孔圣地”衢州市开

始举办每年一届的高中生《论语》辩论赛。此后的10年中，她常常

在睡梦中“忽然想到该怎么做、怎么说”，一跃而起，奋笔疾书。“这是

最能让我打起精神做的事情，有兴趣才会有激情。”她说。

这样的激情，驱动着她和团队带领衢州一中辩论队连续6年获

得衢州市儒学辩论赛冠军。

“比赛不是辩论队的归属，激情与理性才是主题。”

“仔细听清对方问题的逻辑落脚点，根据我方立论进行有效反

驳”“陈词一定要有气势”……该校曾经举行的一次新生辩论赛上，

半决赛时两支队伍势均力敌，评委孙慧丽忍不住上阵与两队轮番进

行现场即兴辩论。有力而精彩的论证，随时切换立场应对正反方，

孙慧丽的理性和激情令全场瞬间屏气凝神，最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遇到有分歧的议题，她的两眼就会放光。”同事梁桦介绍，那

次“舌辩”正反方，令孙慧丽瞬间在新生群中拥有了一大群粉丝，原

本学生送给她“铁舌头”的名号在校园内一时风头无两。

衢州一中儒学辩论社更是成了“校红”。“以前参加辩论社团偏

文的学生居多，现在吸引了很多理科生加入进来。”颇为骄傲的孙慧

丽也有她的烦恼，“报名人数太多，就必须面试筛选。学期初选拔新

社员，从晚上6点晚自习开始到9点半寝室要熄灯了，都没面试完。”

端坐3个多小时“没挪窝”的孙慧丽感觉自己和还未面试上的学生一

样，“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吸引学生们的，是孙慧丽反对说教和纯粹逻辑训练等学习方式。

她用玩游戏，提高学生逻辑能力。她发动“话题讨伐”，每次确

定一名队员作为“讨伐对象”，其余队员各自准备一周时间，对其进

行多对一的现场“狙击”。知识面广的“讨伐对象”，负责搜集罕有听

闻的事例，进行分类攻击；其他队员练习如何剖析已知的事例，巧妙

回击未知领域。“一来一往，挫而愈进，进而更优。”

她用定“绰号”，来使队伍更团结。为证明“放于利而行未必

多怨”，理了一个锅盖发型的队员陈诺正好列举了日本“马桶盖”

畅销的例子，并在对方被动的情况下不断追问。这让她收获了

“日本小锅盖”的昵称。黎蕾——“人民幸福的公敌”、何易——

“慈禧爱东坡”……“每一个昵称，也连同辩论队的历史，印在了

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她用舞台剧让队员触类旁通。除了正常的授课训练与选修课

辅助外，她带领队员自编自演了近20个历史新编剧。“思考、演绎司

马迁、屈原等的选择，队员们钻研得更深入；男生反窜虞姬、杨贵妃

等，女生演绎丑角，他们得以释放自我，增强自信。”

……

她教的学生很“刁钻”
获得全国语文课堂教学大赛高中组一等奖，对于孙慧丽而言，

似乎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她的课堂充满着思维的碰撞，激活了课堂，启发了学生。在新

高考、新课标对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要求下，这样独具特色的

思维训练对学生提高论述能力很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省语文特级

教师周晓天这样评价她。

“你班的学生‘太刁钻’了！”面对同事们普遍的评价，孙慧丽总

是回以自豪的微笑。因为“刁钻”的种子，都是她有意识地种下的，

“只要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勇于表达，敢于说理，我就会与他们一起

去质疑、辨析”。

她和学生一起用辩手的姿态来解读文本，质疑教参，有了不少

发现。鲁迅的《拿来主义》，学生对“印着完全国货的小东西”产生了

疑问。“‘完全国货’到底是哪国的国货？”主题讨论中，师生一起考证

史实，发现因为国人多次发动抵制洋货运动，日本将日货标注为“中

国”的国货，以欺骗中国民众，而非教参上说的“‘日本’的国货”。

品读经典，思辨性品读《论语》章句。《论语》中提出“以直报怨”，

而老子提倡“以德报怨”。这是两种既有对立又有交错的观点。“还

原背景、回归语境，又要放眼当下、与时俱进。”她让学生打破惯有思

维，形成己见；分小组阐述理由，相互对驳；再整理思路，归纳分论

点；最后转换分论点，形成论述文的写作提纲。“通过这个过程，学生

思维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她说。

“张良对项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到底什么意思？”学会思考和

质疑后，学生开始挑战孙慧丽。这样的挑战，“逼着”孙慧丽“考证”

出好几篇学科论文；也让她的学生收获了“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

文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然而，语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思辨女王”孙慧丽的答案却

是——“情怀”！

“语文，是一门传播华夏文明的课程，是教会孩子为人处世方式

的实践，是碰到事情能众志成城的教育……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

在孙慧丽眼中，语文学科应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我会在课上介绍

一些自己喜欢的诗歌、歌词、书籍和电影”。

她会在课堂上聊起为推广文艺片《百鸟朝凤》而下跪的导演，

和学生一起讨论“这样的方式是否合适”；用一节课和学生们聊金

庸《天龙八部》、古龙《三少爷的剑》中的侠义精神；用两节自习课放

电影《扫毒》，聊聊兄弟情义，再“八卦”下谁能拿下影帝……“我希

望能埋下智慧、善良的种子！”而拥有这两者的学生，是她眼中的

“可爱的孩子”。

“孙老师最重要的是带给我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一样的人

生态度，这太珍贵了！”毕业生刘澳这样回忆。

当思辨遇上孙慧丽

她专门培养“刁钻”的学生

用春联之光点亮传统节日

“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需要更多的一线教师投身进来。但如何才能适应时代要求，成为

面向未来的科普科幻教育中的一员？”

面对这样的疑问，全国中小学科普科幻教育推广人周群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教师只有自

身成为‘创造人’，才能担负起培养‘创造人’的重任。”

创造未来，我们需要科幻翅膀
聚焦未来学校的科普科幻路径

人人 物物

研研 学学

视视 点点

在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中心学校日前
举办的迎新年联欢活动中，学生们不仅
载歌载舞，还自创“元旦画‘圆蛋’活动”，
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包海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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