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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看到‘数图形的学问’这个题目，

你觉得这节课的学习目标会是什么？”

“鼹鼠钻洞一共有多少条路线？对照

一、二、三星级的路线图，你的路线图

得了几星？和同桌讨论一下为什么可

以评这个星级。”……

9月26日下午2点，东阳市第二实

验小学四（1）班的教室里，一堂数学课

正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学生们纷纷举

手，争先恐后地抢答。以目标为引领，

以评价嵌入学习，在合作中通过星级

评价及同伴交流，追求学习目标、评价

导学、学讲思维等深度融合，这是“圆

融课堂”的基本形态，也是该校坚持探

索教学方式变革的成果缩影。

学评单助推学生“我要学”
“我只有1颗星，因为我画的是鼹

鼠和洞口，并且图很混乱。”“我是2星

级，少了1星是因为我没有把鼹鼠钻的

洞口提炼成圆点。”“我给自己打了3颗

星，可同伴却给我2颗星，他说我没有

用尺子画线段，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就重新修改了。”……

执教《数图形的学问》这堂课的是

教师吴乾浩。在讲解第1个教学目标

“探索数什么图形”时，他让学生画一

画、数一数鼹鼠钻洞的路线，而后展示

分析由混乱到整齐、由错误到正确的3

类路线图，让学生进行自我对照，从而

理解“线段”的意义。

从“卡通图画”到“线段”，这样一

个颇有难度的抽象思维过程，在气氛

热烈的讨论中轻松“植入”学生的脑

海，而实现这一学习目标的得力助手

是一张学评单。

在语文课上，学评单同样也是助

学“神器”。语文教师包海燕告诉记

者，课文《花钟》一文的学习目标是“学

会通过关键句概括段落大意”。她将

这一目标拆分成不同等级的任务，通

过学评单印发给学生：1星，能找到关

键句；2星，能找到关键句并说明理由；

3星，在2星能力的基础上，能通过关

键句概括段落大意。

课上，在学生自主学习后，包海燕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并派

代表分享学习成果。得出恰当的段落

大意后，学生就可以对照学评单上的

星级标准，给自己和同伴打星。

“《花钟》一文的教学难点是概括

第2段的大意，需要从一个问句及它的

回答上来合并概括。”包海燕说，“我们

做过统计，以往课上能用合并的方法

概括段意的学生占一半左右，现在利

用学评单进行学习，掌握这种方法的

学生数量有了大幅增长，达到八成。”

一张学评单、几颗五角星、几条

评价标准和几乎每个教师都会布置

的小组讨论任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魔力”？

包海燕认为，借助学评单，学生在

课上除了是学习者之外，还是评学者，

有了这样的任务驱动，学习的积极性

会大大提高。同为语文教师的蒋赟也

发现，采用“圆融课堂”的授课模式，充

分利用学评单和小组讨论，能让“原本

话少的学生也愿意表达”，让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

学生周彤蝶说：“学评单上有学习

目标，学习活动下面还有学习建议，我

能照此展开学习。我们小组在找到关

键句概括段落大意之后，还对着评价

标准交流讨论，在小伙伴的点评下，我

的段落大意概括得更加简洁明了。这

样的学习都是靠我们自己去探索的，

挺有挑战性的。”

学评案改变教师教学思维
“学评单实现了‘靶向学习’——

它将知识结构化、评价标准化，让学生

沿着正确的方向学习。”东阳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俞天祥认为，小小的学评单

折射出的是实验二小教师在备课思维

上的转变。

吕橙英是学校副校长，同时任教

语文学科。她向记者展示了两份教

案，题目均为《“诺曼底号”遇难记》。

仔细翻阅，一份是传统教案，内容包含

3条教学目标、2个教学重点、5步教学

过程，共3页；另一份标题为学评案的

教案则有8页，分为学习目标、评价任

务及评分规则、评价导学、课堂反思4

部分。

传统教案中“找出描写哈尔威船

长言行的语句，说出从中感受到他的

什么品质”这一学习目标，在学评案

中，由教师看得懂的学习目标细化为

学生看得懂的评价任务和评分规则，

分别为“通过自主学习、小组讨论、集

体交流，准确地找出哈尔威船长的4处

语言、2处行动；能运用结合画面想象、

抓关键词等方法，条理清晰地写下自

己的感受，并乐意与同伴交流”和“1

星：我能针对哈尔威船长的一处言行，

说出他的一个品质。2星：我能针对哈

尔威船长的几处言行，分点说出他具

有的品质。3星：我能结合哈尔威船长

的多处言行，采用联系上下文、联系生

活经验等方式，较深入、全面地说出他

的品质”。而这些评分规则，便是学生

手中学评单上的星级评价标准。

这一变化体现了教师根据课标分

解学习目标、依据学习目标设计评价

标准、聚焦学习目标展开学程设计，以

及依照评价审视目标达成的备课思

路。教师们从关注“应教什么”“如何

教”转变为关注“能学会什么”“怎么

学”“学得怎么样”。

学评案对教师自身的学科专业

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海燕说，

以前备课只需要参考教参即可，而现

在，比如为了设计《花钟》一文概括段

落大意的能力层级，她逼迫自己站在

学生的角度来思考，根据班上学生的

理解归纳能力，设计出3个层次的评

分规则。

“设计《数图形的学问》的学评案

时，我是真的哭了。”吴乾浩从学校毕

业才两年，并且所学专业并非师范类

专业，是妥妥的教坛新人。刚刚执起

教鞭就遇上“圆融课堂”的改革实践，

他自然倍感压力。由于数学题的答案

是唯一的，只有对或错，很难根据答案

设计不同层级的评分规则，吴乾浩感

到“很崩溃，怎么做都达不到要求”。

为此，吴乾浩的师父徐丽珍和教

研组的其他教师陪着他一起研讨，想

到从学生探索答案的过程出发设计能

力层级，终于突破了这一难点。现在，

《数图形的学问》已经成为学校“圆融

课堂”的精品课例，吴乾浩也在去年年

底代表学校参加了市级的课堂展示活

动。“这个痛苦的备课、磨课过程对我

们年轻教师是很有益的，不仅教学上

成长了，由这个课题撰写的论文也已

经在等待专家审稿了。”现在的吴乾浩

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团队的努力有了成果，徒弟的教

学水平有了飞跃，徐丽珍很高兴，但

在 2022 版新课标出台前，她一直有

些困惑——“不知道我们的尝试、我

们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而今，新

课标让她豁然开朗，对课题的深入研

究有了信心——“‘优化课程内容结构’

‘教—学—评一致性’，新课标突出的内容

就是我们在做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其实，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学校从2014年就开展了“生本课

堂”的研究。校长吴晓宏介绍，2019

年，为破除“教—学—评”疏离的现状，

学校推出了“圆融课堂”。教师备课思

维改变后，课堂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提升。

“本学期，‘圆融课堂’将从语文、

数学学科拓展至全学科；除了种子课，

希望大家能将‘圆融课堂’变成常态

课，每周四为‘圆融课堂’推进日。”9月

26日晚上的教师大会，吴晓宏向全体

教师详细介绍了“圆融课堂”目前的成

果以及新学期的实践目标，“我们全体

教师一起努力，让课堂学习更高效，让

学生学习更轻松”。

□本报通讯员 刘娟娟

“周老师，我们班有一个孩子特别

好动，总是惹各种麻烦。我教育了好

多遍，可他好像什么都无所谓，我真的

拿他没有办法。”“陈老师，我们班有个

孩子总是不肯午睡，怎么办？”……

在诸暨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荷花

小学上周五傍晚开展的“现场问诊”活

动上，不少新手班主任向被邀请来“开

药方”的校内金牌班主任们提问。

9月的开学季是班主任抓常规、稳

班风、定格调的重要时段，如何让新手

班主任在开学的手忙脚乱中获得更好

的指导？荷花小学在传统师徒结对的

新人培养模式中，创新开展了“现场问

诊”活动。每周五，新晋的班主任可以

向金牌班主任请教自己在一周内碰到

的“疑难杂症”，金牌班主任逐一“望闻

问切”，现场“诊断开方”。从8月28日

第一次现场会至今，荷花小学已进行

了4次“现场问诊”。

教师杨竹清今年刚大学毕业，这

学期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每一次现

场会，她都会带上班级日志。班级日

志是学校发给新教师用于记录班级管

理故事的小册子，包括“我的微故事”

“第一处理”“优化方案”“我的反思”4

个方面，记录内容长短不限，重在场景

复盘和方法优化。作为优秀毕业生的

杨竹清，在遇到实际班级管理问题时，

有时候难以将书上的理论知识学以致

用。那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学生，正

是她班级日志中的“常客”。

回答杨竹清问题的是有着30多年

班主任经验的教师周柳燕。周柳燕说：

“到了中高段，这样的学生的确有。因

为他们不像一二年级那么稚嫩了，所

以对他们的表扬和评价，要有更具体

的内容。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在

乎，是真的不在乎吗？”

“这个倒也没有想过，但是他好像

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

“真的没有吗？”周柳燕的追问让

杨竹清陷入了沉思，“我们要有一双善

于发现美好的眼睛，及时去捕捉学生

的闪光点，并将其放大。看似毫不在

乎的学生，其实是在进行自我保护，在

和外面的世界抗衡。所以这样的学

生，更加需要我们老师去找到他柔软

的地方，慢慢去打开他的内心”。

周柳燕的这番话，不仅让杨竹清，

也让在座的其他教师深受触动。有着

5年教龄的教师杨侃表示，虽然也会在

其他渠道听到一些类似的话，但是像

这样“问题在现场，专家在身边”的场

景让人感觉太不一样了，非常受用。

“现场问诊”也是荷花小学今年在

德育上的一个创新之举。目前，荷花

小学的教学班级达到了64个，作为诸

暨市单体办学规模最大的学校，如何

在管理上做到更精准、更有效，同时保

留一定的温度，是校长许惠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她认为，学校越大，越要构

建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一切

的基础，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

系等都是学校看不见的校园文化，而

所有关系的建立，只有在团队中才更

加有意义”。

许惠介绍，通过一个月的实践，“现

场问诊”让新班主任顺利地度过了适应

阶段，“现场问诊的创新，也带来了学校

管理方式的改变，把‘我要给你’改变成

‘你想要的，我给你’，通过主体的转变，

实现了需求的转变，从而提高了班主任

的内驱力”。

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圆融课堂”带来大变革

教得更高效 学得更轻松

你有“疑难杂症”，我来“望闻问切”
诸暨市荷花小学“现场问诊”助力班主任专业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葛飚明）“经历了好

几次飞机延误，今天终于来到了北仑职

高，很期待在这里的生活和学习。”9月23

日，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学生曲比古洛迎

来了在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的第一

堂课。

为落实甬凉职业教育协作，近年来

有200余名凉山州脱贫家庭学生先后到

达宁波，分别进入北仑职高、甬江职业高

级中学、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等职

校就读。其中，有30名学生进入北仑职

高学习，包括10名在2021年就已经到校

学习的高二学生和20名今年刚入学的高

一新生。

“班主任很关心我们，还没从家里出

发的时候就开始联系我们了。到了学

校，老师和同学还专门给我们准备了欢

迎会。”“今天还有好多同学带我们参观

学校。”……午餐时，凉山州的学生们兴

奋地议论着。服装专业的高一新生曲比

石布高兴地说：“虽然路途很远，但是能

有机会外出求学，能见识到丰富多彩的

世界，我们一定会好好把握的。”

据了解，为助力宁波市对口帮扶工

作，同步提升北仑区职业教育服务社会

能力，北仑职高近几年来先后与贵州、安

徽、青海、吉林、新疆等地的10所学校签

订了合作办学协议，结成兄弟学校，开展

结对帮扶工作。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邬磊磊表示，职

业教育东西部协作给予凉山州学生的不

仅是走出大山的机会，更是改变人生的机

会。根据相关政策，这30名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不仅学杂费全免，学校及北仑的企业、

社区和爱心人士等也将在学习、生活等方

面与这些学生结对，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在北

仑的学习和生活，“首批的10名凉山州学生已经在学

校学习了一年，其中有好几个学生更是在体艺、职业

技能、创新创业等方面大放异彩，学校也将尽最大的

可能帮助20名新生在这里有所收获与成长”。

温岭市城南小学：
从课本到田间
探寻豆子的“前世今生”

本报讯（通讯员 江潇扬 蒋佳延）“黄豆和毛

豆只是不同时期的豆子形态。毛豆是黄豆‘年轻’

时候的模样，而黄豆就是‘年老’的毛豆，它们没有

本质区别。”近日，温岭市城南小学的学生们来到田

间探寻豆子的“前世今生”。学生童震剥开豆荚，里

面的豆子不是他想象中干瘪的毛豆，而是颗粒饱满

的黄豆，之前他已经在网上查询了相关资料，但一

直对“毛豆就是黄豆”抱着怀疑态度，直到这一次的

亲手实践。

“四年级有一篇课文是《一个豆荚里的五粒

豆》，用童话的形式讲述了豆子的成长过程。这一

次，学生们从课堂来到田间，亲自摘豆荚、剥豆子、

磨豆浆，从书本到实践，真正了解豆子的不同形态

和作用。”该校副校长莫巧玲表示，这一活动让学生

们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并学会珍惜粮食。

“推——拉——”“推——拉——”……不远

处，一位老师傅站在石磨边，一边往石磨里添加黄

豆和水，一边推着棍子，4个学生则站成一排，根据

棍子的方向一推一拉，乳白色的豆浆沿着石磨滴落

下来。“石磨比我想象中更重，如果没有师傅帮忙，

我们很容易找不到重心，往旁边倾斜。”学生蒋吴杰

说。而在此前，蒋吴杰和同学们已经就“石磨是顺

时针推好还是逆时针推好”“做一杯豆浆，豆子和水

的比例是多少”等问题搜集资料、展开讨论，为今天

的实践做好了充分准备。

莫巧玲说，整个活动并不是单一的劳动实践，

它还融合了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知识，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真实的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场景，“我们让

学生带着问题去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项目中运用知

识，从而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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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的每周四，湖州市织里镇轧村中
学的“凌濛初雕版印刷”晚托课程准时开课。
描摹、雕刻、刷墨、转印……一批独具匠心的雕
版作品在学生们手下诞生。据悉，织里镇是雕
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之一，该校积极挖掘当地
的雕版印刷技艺，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
化生活。学校申报的“凌濛初雕版印刷”非遗
技艺，成功入选湖州市第八批非遗名录。

（本报通讯员 周彩萍 程 路 摄）

聆听老兵故事
弘扬爱国精神

第9个中国革命烈士纪念日前夕，长兴县泗安镇实验
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学生代表走进对越自卫反
击战老兵吴春林家中，聆听军功章背后的故事。吴春林用
自己的战斗故事勉励学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本报通讯员 周洪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