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瓶子大用途

□朱华贤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教科书俨然是

神圣的经典。一切以教材为准，哪怕是

字典或其他工具书上有不同的说法，也

一律服从教材。这种以仰视角度看待

教科书的方式，不知从何时而起，以至

于现在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完美，会用定

语“教科书式的”来加以形容。

中小学使用的教材确实具有相当

大的权威性。它来自编纂过程中，国家

或地方相关部门的行政指导、各学科专

业造诣较深人士的编写、使用前先试行

再修订完善的机制。因此，与大部分的

纸质出版物相比，教材的质量普遍较

高，能够受到基层学校和教师的认同。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教材一定

要仰视吗？

仰视经典，可以让人有所获益，因

为学习者以谦逊的心理、纯真的眼神凝

视、默诵、理解、领悟、仿效……会产生

一种归属感，认同自己属于学问的某个

体系或流派。

但仰视式学习，往往会削弱甚至放

弃主体意识，弱化学习者的独立思考能

力，不再追寻领域中更多的可能性。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开放而多元的

世界，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观点越

来越丰富，对同一事物往往会持不同的

见解，从这个角度看是对的，从另一个

角度看或许错了，或者还存在兼容并包

的情况，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可以。比

如，语文教材中的很多课文、课文中的

很多语句和字词，其实都可以替换成别

的，对学生学习语文来说，应该都毫不

逊色。

而当我们用仰视的心态把教材当

作圣经那样的绝对权威，就会认为它是

唯一的选择，是不能有丝毫更改的。学

习者更不可能想到去突破去超越，人们

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趋同。

可是，在当下的课堂教学中，有些

教师常常要求原封不动地遵从，不要说

古诗文，就是现当代散文也字字死抠。

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能不能有别的表达。

教材是权威的，但绝不是神圣的。

叶圣陶先生早在1978年的一次语文教

学研讨会上就明确提出：“教材无非是个

例子。”（见《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

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

陶曾负责主编过10多年中国语文教

材。“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这简短而通

俗的8个字，教师们肯定听到过无数

遍，字面含义都能理解，但真正落入具

体教学实践中的恐怕不多。

叶老的这一断语，就是提醒广大师

生不要仰视教材。

例子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它

是众多同类事物中的一个代表。比如

砌墙用的砖，你只要选一块给看一看、

掂一掂，就知道同一批次都是这样的，

选另一块砖也一样。换句话说，例子不

是独一无二的，更不是至高无上的。

教材作为某一种知识或能力的类

型，学习者不能把它当作学习内容的全

部。不要以为学会了这个例子，就等于

掌握了这个类型的其他内容。

虽然例子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

例外的非典型的内容依然很多，而这些

也同样需要学习和掌握。更何况，教材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例子囊括在内。正

因如此，我们不能把教材当作学科内容

的全部，不能把学好教材看作就是学好

课程。教材与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可是，现在有些教师和家长，对教材

有着错误的理解，认为学生只能阅读教

材，而涉猎其他读物就是在浪费时间，这

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正常思维发展。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叶圣陶先生

这一断语中的“无非”二字常被人忽略，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教材是个例子”和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表达的意思虽然

一样，但语气上是否有差别？

加了“无非”二字，口气轻松了许

多，教材的威严也似乎降低了一大截。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前一句仿佛正襟危

坐，后一句则跷起了二郎腿。

先生通过这两个字想要表达的态

度非常明确：没有必要把教材看得过于

绝对和神圣。

不过于虔敬地仰视教材，并不等于

可以俯视教材，把教材看得一文不值。

应该承认，没有一部教材能够做到

无懈可击，只要我们再三推敲，一定能

找出或多或少需要进一步修订的问题。

对教材中的缺陷，教师可以指出并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但不能纵容学生一

味地挑剔，这样的教育容易养成学生的

褊狭心理，遇事动不动就钻牛角尖。

毁树容易种树难。学生的任务是

学好学科中的知识，努力充实、丰富、提

升自己，而教材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内容

呈现。与正向学习的主流目标相比，吹

毛求疵的意义实在微不足道。

因此，平视才是师生对待教材的最

理想姿态。

平视就是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凭着

真实的感受和客观的认知，大胆地表达

自己的主张。既不被所谓的“名气”或

“权威”所左右，以为是名家名作就该俯

首帖耳，也不对无名之辈的初试牛刀嗤

之以鼻，而是从内心尊重每一篇优秀的

课文。感觉优美的就竖大拇指点赞，不

吝好评；感觉一般可以素脸相迎，淡然

处之；感觉

别扭，就坦

率直言，以

待校验。

平 视 ，

是一种理性、

科学、无色的

视角，也是

最美的教学

视角。

不 妨 一 试

下期话题：老师和家长们
一天究竟要打几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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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阳
科技能为班主任减负吗？

我怎么觉得，自从有了网络，教

师尤其是班主任反而多了许多

工作，挤占了许多本该教书育人

的时间。相比探讨人工智能会

不会取代教师，我更想先讨论人

工智能不能为教师减负。

龙泉许东宝
如果有智能代替人工就好

了，教师再也不用千辛万苦地

教。但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面

对的是个性鲜活的学生，师者要

有思维、能创造，不能像在工厂

里一样用机器按程序完成教育

工作。因此，智能可以为人类服

务，但智能代替不了人类。

芳 蕾
我认为人工智能代替不了

教师的工作。它没有爱，不能感

受人的复杂心理，完成不了“育”

的工作。它也完成不了“教”的

工作，因为它程序化、模式化，而

真实世界里的学生个性多样。

它甚至无法完成一篇优秀的教

育教学论文，因为它没有真实的

有创意的教学实践。

俞和军
教育是多重复杂的关系，有

教和学的关系，也有教师和学

生、学生和学生、教师和家长、家

长和学生、学生和环境等的关

系。在上述关系中，都要有情感

和心灵的交流，这恰恰是人工智

能无法代替的。

人工智能永远不会代替教师的工作，只能辅助

教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让教学过程更高效、更优化。

葛永锋
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是需要教师们在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悉心培养的。

在提供知识和技能这方面上，ChatGPT的能力

远远超过教师。某种程度上，只会搬弄教科书、参考

书知识的教师，很有可能要被取代。

现在火出圈的ChatGPT，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

成明日黄花，会被创新团队研发的新产品所替代，这

个团队肯定是一群充满个性、有较强学习专注力，有

较强责任心和抗挫折能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

作精神的人。

赵占云
教书育人，需要教师根据学情将书本知识转化

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内容，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创

新。ChatGPT只不过是将现有网络中的内容进行收

集、分析，并不能体现创新性，若是替代教师，那么学

生接受的知识将是坚硬而直白的，不利于学生消化和

吸收。因此，ChatGPT可以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助工

具，提供多元的参考，要完全替代教师是不太可能的。

龙泉许东宝
人工智能用在和人脑的棋类大战上，电脑肯定

胜过人脑，因为人脑要新陈代谢，总是需要反应时

间，而程序运算速度之快是人脑无法相比的。但是

不管它多么有优势，最终还是要人开机操作的，代替

不了教师。

但是，人工智能一定要为教育服务，要成为教师的

有力助手。因为，我们的教师真的教得很辛苦，那些单

调、重复、机械的劳动，最好交给机器去完成。

力 耕
首先，ChatGPT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文译

名（如“谷歌”“脸书”），对于不擅长英语的人来说，读

起来比较拗口。这说明它是一个在国外流行的东

西，中国人对它不熟。

其次，它用于机器学习的资源局限在外网，还无

法获取大量的中文资源。因此，我们正在等待中国自

己的聊天机器人被发明并成熟起来，以真正测验和谈

论这个东西对中国教育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不管是盼望、焦虑还是反感，新的信息技

术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时代将会以意想不到

的速度来到我们中间。

□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 吕玉华

学生作业中有很多典型性错误，不少学生

会一再出同样的错。例如语文学科中，“急躁”

的“躁”字与“干燥”的“燥”字，学生常常混淆。

典型错题可以归为这样几类：1.知识积累

不牢固，如一些字词或常识记不清；2.解题能力

不足，如思维不严密，未掌握解题技巧；3.作业态

度不踏实，如审题马虎、答题不规范等。

笔者认为，通过帮助学生建立错题诊断卡，

可以有效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

现在不少教师指导学生积累错题用的是错

题本，而用卡片的形式记录，可以将错题分类，

更便于今后按类查找。错题应分学科记录，而

且要有目录、页码、错题摘录、正确答案、诊断分

析，以及后续跟踪等部分。

建立错题诊断卡的过程，不但能促使学生

学会归纳错题，找到错误的原因，并对症下药

解决问题，而且学生取得进步的过程也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对学生复习时的自我总结有很

大的帮助。

同时，教师会

对普遍存在的错

题加以关注，在课

堂上详细分析，并

确定下一阶段的

教学和作业设计

重点。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吴笔建

我们都知道水能灭火，但你相信矿

泉水也能引发火灾吗？课堂上，我提供

材料——矿泉水瓶，在实验中学生用灌

满水的矿泉水瓶作为凸透镜，发现它能

起到会聚光线的作用。因此，老司机会

提醒大家，在汽车内部阳光能照射到的

部位，千万不能放置矿泉水瓶，尤其是

在夏天温度较高的时候，容易引燃车内

物品，酿成火灾。

在初中科学教学过程中，我经常利

用矿泉水瓶指导学生做实验。器材易

得，成本较低，绿色环保，这样的实验学

生在家中也可以进行。

在矿泉水瓶中注满纯净水或线香

的烟，利用激光笔垂直于侧壁照射，

可以看到光线直线传播的路径。如果

要观察光的折射与反射现象，可以将

矿泉水瓶上半部去掉，将余下的部分

加满水，再用激光笔斜射入水面，就

能清楚地观察到。

在证明力可以让物体发生形变的

众多实验中，用手捏扁一个空矿泉水瓶

是其中最简单的。假如我在矿泉水瓶

中倒入热水，轻轻摇晃一下再倒掉，把

瓶盖拧紧静置一会儿，就可以看到矿泉

水瓶变瘪了。学生一脸茫然，经过引导

分析，他们才明白这是大气压强使然。

一些学生分享疫情期间在家做蛋

糕的经验：用手捏空的矿泉水瓶，对准

蛋黄，一松劲，让瓶子恢复原状，就可

以把蛋黄吸入瓶中，快速分离蛋黄与

蛋清。

化学原理也可以融入实验。比如，

在矿泉水瓶中倒入20毫升的纯净水，

滴入几滴紫色石蕊试液，再注入二氧化

碳气体，拧紧瓶盖，用力摇晃几下，学生

观察到矿泉水瓶变瘪了，同时瓶里的水

变成红色。原来，二氧化碳易溶于水，

瓶内气体变少，在大气压的外力作用

下瓶子变瘪了，同时生成的碳酸让石蕊

变红。

浮力产生的原理，是教学中的一个

难点。

我们把一个矿泉水瓶剪去底部，拧

上瓶盖倒置；放入一个乒乓球，用手指

或工具按压至瓶子颈部，倒入约半瓶的

自来水；松手，乒乓球会自动浮上水面。

但我们如果按同样的操作步骤，拧

开瓶盖，乒乓球仍然紧贴于瓶口部位，

不会上浮。

通过分析，学生就很容易明白，浮

力实际上是液体中的物体受到的上、下

两个表面的压力差。

在浮力实验中，我们可以在瓶装矿

泉水中加入浮沉子（一个装了一部分水

的更小的瓶子）。通过捏矿泉水瓶，改

变力度大小，可以自由控制浮沉子的漂

浮、悬浮、下沉等状态。

这是因为外部的压力传递给水，水

被压入浮沉子，使得浮沉子的重力和浮

力产生变化。

在水压与深度关系的实验中，同样

用矿泉水瓶就可以轻松解决。

在矿泉水瓶同一竖直线上，相隔一

定距离，分别挖出一个小孔。然后往矿

泉水瓶内加满水，可以观察到水分别从

3个小孔喷射而出，越下面的水柱喷射

距离越远。这可以得出水压和深度成

正比的结论，这也是潜水的人潜得越深

越难受的原因。

在保护水资源社会实践活动中，我

们可以指导学生，用矿泉水瓶制作水体

净化器。先将一个矿泉水瓶剪去瓶底，

并将瓶盖换成一个带导管的胶塞，然后

按顺序将棉花、活性炭、细沙、粗沙放入

瓶内，水体净化器就做成了。

在这个简易的过滤装置中，倒入一

些从河道里取来的水样，观察瓶子里都

截流吸附了一些什么物质。

矿泉水瓶在初中科学实验中的用

途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广大教师不断去

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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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是看待教材的最佳视角

错题诊断卡

鹿西岛坐落于温州市洞头区的最东边，距离洞头本岛约一小时的船程。近日，洞头区教育局、
洞头区教师发展中心举办城乡教育共富专题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小而优”提升行动专题视导、洞
头区实验小学与洞头区鹿西中心小学结对集团校授牌、教师结对、名师送教等。图为送教教师在
返程船上对鹿西中心小学学生作品进行点评分析教研。

（本报通讯员 董芳蕾 摄）

旅途中的教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