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红宇

一节课应该有多长时间？在大

多数人印象中，小学阶段一般每节

课40分钟。然而在东阳市吴宁第一

小学，这样的课堂惯例已经被打破。

15分钟、40分钟、90分钟……

打开吴宁一小的课程表，记者发现

科学课以不同时长出现。“近年来，

学校深度挖掘校本资源，在40分钟

常规科学课的基础上，探索开设不

同时长的科学‘长短课’，推动激活

学生的科学思维，提升学生的科学

素养。”校长陈红亮表示。

微课程点燃科学兴趣
4月11日中午12点，六年级学

生陶欣悦正站在讲台上，专注地向

全班同学讲解中国工程院院士、核

动力潜艇专家黄旭华的故事。当听

到“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为了国家

核潜艇研发贡献毕生力量”的总结

语时，班上学生无不为之动容。每

周四中午，时长仅有15分钟的“科学

家故事”微课程在全校各班开启，有

时候是教师分享，有时候是学生主

讲，科学家精神潜移默化地滋养着

每个人。

作为严济慈、徐更光和李正武

3位院士孩时的启蒙学校，吴宁一

小一直重视科学教育。考虑到小

学生的学习兴奋点最佳保持时间

是 15~25 分钟，在 2022 年重新架

构学校的科学课程时，陈红亮想到

把午饭后的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

“15分钟的午会课虽然短暂，但经

过精心设计，也可以激发学生的科

学兴趣”。

这类15分钟的科学微课程，还

有鼓励学生发现问题的“科学金点

子”、指导学生进行家庭科学实验

的“创意小实验”、介绍中国航空航

天知识的“走进航天”等。

“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什

么不方便的地方？”“你有什么好的

改进方法？”……在“科学金点子”的

第一堂课上，科学教师王俊楠向学

生解释了“金点子”的含义，并且鼓

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写下

来。他清楚地记得，第一节课后仅

六年级汇总上来的“金点子”就有

100多条。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微课程启

发学生进行科学思考，并给他们的

创意想法插上飞翔的翅膀。”王俊楠

说。有的学生注意到骑电动车时不

戴头盔或违规超载现象，就想利用

超声波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设计

一款非机动车安全上路提醒装置；

有的学生想到下雨天忘带雨伞的麻

烦，就提出制作一款智能书包，可以

根据天气自动打开书包内置的雨

伞，解决忘带雨伞被淋湿的问题。

后续的课程里，王俊楠筛选出一些

“金点子”，和学生们分析这些想法

的可行性，并为较可行的想法落地

提供帮助。

长课时助力科学探究
每周五下午是学生张秦晨一周

最期待的时刻。从小就对编程感兴

趣的他，在去年加入了学校的济慈

创客社团。周五下午有两节社团

课，加上课间的10分钟，在长达90

分钟的长课里，他可以跟着指导教

师学习Python编程知识，和小组成

员交流分解任务，同时也有足够多

的时间全情投入编程实验。“不知不

觉间社团课就结束了，一点也不会

觉得枯燥。”张秦晨说。

副校长徐飞燕介绍，科学课中

有一些开展自主探究、合作实践的

实验课，需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

生来巩固知识、自由探索，“如果只

上40分钟，这种科学实验课很容易

变成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的精讲精

练，学生就缺少了对实验过程的充

分体验”。

于是学校就通过课程联排的方

式，在“科学素养”“创意机器人”“计

算机编程”“无土栽培”“3D打印”等

5项社团课程中实行90分钟长课，

让学生进行浸润式学习。

上了一年多的长课，执教计算

机编程的王诗曼看到了学生的变

化。过去，该课程每周3次、每次40

分钟，在完成新知识的导入和讲解

后，留给学生的实验时间就非常有

限了。王诗曼坦言，一些学生为了

完成任务只能草草结束编程实验。

现在，其中两节课在周五下午合并

形成长课，她发现，自主实验的时间

充裕了之后，学生们遇到代码或算

法错误时会更有耐心去修复，实验

成功率也有所提高，“对于真正有科

学兴趣和探究需求的学生来说，长

课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让

他们更加敢于试错、敢于探索”。

“长短课”带来更多可能
“长短课”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教

学模式，也对教师的教研方式和教

学行为提出新的要求。短课时如何

短小精悍、高效紧凑？长课时如何

让学生动起来、保持学习专注力？

这些都是教师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陈红亮观察到，现在教师在上

短课的时候会直接切入主题，尽可

能地提高知识密度；在长课中则设

计更多驱动性问题，来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在教师们的实践下，长课、短课的切

换与融合也更加灵动起来。

“你了解东阳酒的历史吗？”“怎

样制作东阳酒呢？”“酿酒过程中有

哪些科学原理？”……在一堂时长

30分钟的“东阳酒里的科学奥秘”

导学课上，思政教师金君婷用一个

个问题快速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

在下一次 120 分钟的科学探究课

上，科学教师郭云君准备以“酿酒中

的微生物”为学习主线，利用多媒体

教学、小组合作讨论、表现型评价等

方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在

实验探究中走向真正自主、深层的

学习。

为了扩展科学课程，学校深入

挖掘本地的非遗文化资源，开发了

“东阳非遗里的科学奥秘”系列校本

课程，引导学生分别从美食、器具、

技艺入手，采用项目化学习模式，多

学科合作开展科学探究活动。而为

了帮助学生由浅入深地开展实践和

探索，提高学习效率，在实际授课

过程中，授课教师会根据导学课、探

究课、综合实践课等不同主题的学

习内容、学习方式等，灵活设置课堂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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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饶璐琳

每天一到大课间时段，龙游县下

库小学的学生们就积极打开“运动魔

盒”，开启运动计划。4月8日，学生

们就在“运动魔盒”的指引下，开展了

一场小型跳绳比赛。比赛过程中，AI

“裁判”自动计数，同时不断给学生加

油鼓励……

据悉，为了方便学生运动，拓宽运

动场所，从2021年开始，学校设计制

作了一批“运动魔盒”——只要用手轻

轻拂过感应开关，便能打开盒子，使用

平板电脑上的AI计数软件，进行跳绳

等体育锻炼。基于该项技术，学校创

新性开展了“云耕大课间”特色活动。

“魔盒”激起运动潮
2021年10月，学校在体质健康监

测中发现，学生体能良好率不足三分

之一，由于教学区活动空间狭小、没有

完善的运动设备，学生们对体育运动

兴趣不大。

“学生们都喜欢玩平板电脑。如

果用平板电脑配合运动软件，能不能

提高他们的运动兴趣呢？”科学教师沈

毅想到了学校配备的平板电脑。他主

动进行研究，设计供电线路，进行感应

测试，调试支架，安装锁具……组装、

实验，再组装、再实验。一个月后，一

个运动打卡装置在校园里诞生了。

从外观上看，这是一个固定在走

廊墙面上的普通长方体塑料盒，实则

内有乾坤：容纳了平板电脑、电池、支

架等部件。沈毅给它取名为“运动魔

盒”。“魔盒”里面不仅有跳绳打卡，还

有切西瓜运动挑战、深蹲比拼等趣味

运动竞赛。这让原本用于课堂教学的

平板电脑走出教室，成为学生课余时

间运动的得力助手。

现在，学校教学楼各楼层都安装

了“运动魔盒”，共计10台。下课铃声

一响，学生们就会围绕着这个小盒

子，开展跳绳比拼。只见他们或挑战

自我，或与同伴一决高下，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让整个校园都充满了青春

的活力和朝气。“能不能有篮球项

目？”“我希望增加排球垫球比赛。”

“最好能有组队比赛的选项。”……学

生们对“运动魔盒”的更新升级也充

满了期待。

AI助力专业训练
下库小学是一所农村小规模学

校，共有120名学生、17名教师，其中

专职体育教师只有1名。为了解决专

职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学校要

求所有教师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组

建体育兴趣社团。篮球、足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曲棍球、太极剑……

大课间时段，全校学生打破年级、班

级的界限，以走班形式，与教师一起

参与体育锻炼。

但是，其他学科的教师毕竟不是

体育专业出身，对这些运动也只是出

于自身爱好，有的连业余水平都算不

上。加之既有的教学任务重，教师们

没有更多时间展开专业运动知识的

学习。为了让学生们能得到更专业

的技能指导，缓解体育教师的教学压

力，也让学生有更多专业运动技能的

学习机会，学校联合企业开发了一项

小程序“AI运动”。

每周五，学生们可以通过“AI运

动”上报下周大课间时段想要参与的运

动项目，报名成功后就会收到相应的

运动技能视频推送。学生们可以在周

末时间提前收看视频，学习运动技能，

还可以利用打卡功能进行打卡训练。

有了这个小程序，教师们也有了

“教学助手”。缪军红是乒乓球社团

的总教练，每天有20多名学生在大课

间跟着他一起打球。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带学生

打乒乓球”，但是其中涉及很多技术

要点，他也是在摸索中教学，“‘AI运

动’里有一系列详细的乒乓球教学视

频。像是反手发急球、正手发下旋加

转球等发球技术，我就是跟着视频讲

解了解技术要点，学习教学步骤

的”。他表示，有了“AI运动”，自己更

有底气教学生打球了。

“让学生会玩、想玩、专业地玩”

是学校开展“云耕大课堂”活动的初

心。学校教导主任晏剑刚介绍，在数

字技术的助力下，一系列体育运动促

进措施让学生的体质健康有了显著

提升。最新体测数据显示，学生的体

能良好率已经提高到了70%，这一变

化令人欣喜。

近日，来自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实验学校和嘉兴
市茶园小学两所学校的学生，来到开化县城东小学，开展
跨地区教共体师生线下交流活动。最令两校学生记忆深
刻的，是城东小学茶园文化研学基地里的龙顶绿茶制作课
程。学生们不仅从中体验了采茶、制茶、泡茶、点茶，还将
自己制作的茶叶带回家，与父母一同分享。图为学生正在
专注地揉捻茶叶。 （本报通讯员 刘建民 摄）

为增强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意识，4月14日，温
岭市太平小学紫荆校区组织学生走进台州市公共
安全教育馆，在观摩模拟交通事故现场、驾驶3D
模拟交通工具等沉浸式体验过程中，将“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的出行理念根植学生心中。图为
交警为学生讲解“一盔一戴”的重要性。

（本报通讯员 江文辉 朱国兵 摄）

遂昌村校开展文化走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潘 晨）“长期用这个姿势

握刻刀不仅会手臂酸痛，刻的笔触也会磕磕绊绊……”近

日，在遂昌县西畈乡中心小学，来自湖山乡中心小学、黄沙

腰镇中心小学两所学校的学生参观了版画展，还在版画社

“小老师”的带领下，从描线、雕刻到拓印，制作了属于自己

的第一幅版画作品。

据了解，这是3所学校联合开展的文化走亲系列活动

之一。此次文化走亲活动以西畈乡小学艺术节为契机拉

开序幕，设置了特色文化交流展、版画作品评比、篮球友谊

赛等环节。

在特色文化交流展上，3所学校均带来了特色课程体

验活动。西畈乡小学开展了版画制作体验活动；黄沙腰小

学布置了生物标本作品展，学生们能在现场体验植物标本

制作；湖山小学则带来了无人机，让大山深处西畈乡的学

生与无人机有了初次接触。

操场这边是特色文化交流展，另一边的篮球场上正

在举办篮球友谊赛。“加油！加油！”篮球少年们以球会

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西畈乡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联合其他学校举办文化走亲活动，能够让大家体验不同

的校园特色文化，拓宽师生视野，同时促进学校间的友

好交流与深度合作。

宁波市奉化区南浦小学：
农场蔬菜“喝”上了酵素

本报讯（通讯员 钱芸丰）“用洋葱制作的蔬菜环保酵

素能够对叶片上的虫卵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4月10日，

宁波市奉化区南浦小学的达美农场迎来了校外专家——

奉化区江口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丁毅斌。在他的

指导下，农场开启了酵素种植项目。

“长期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手段催高农作物产量会

损害土地，使用天然酵素作肥料可以让土壤回归原有的生

命力。”丁毅斌不仅带来了用酵素肥料种植而成的番茄、生

菜、草莓等蔬菜水果，还详细地介绍了酵素肥料的制作方

法。学生们尝试用事先收集好的果皮、菜叶制作酵素肥

料。“这样的天气，经过3个月发酵，就能收到第一批酵素

肥料了。”他们充满期待。

学校还将农场里400平方米的种植大棚划分成用酵

素作基肥的“试验田”和用传统肥料的“对比田”，同时种下

番茄、花生、毛豆等作物，让学生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做好观

察记录，对比酵素种植与传统种植的不同之处。

副校长裘晓珂表示，学校遵循自然、和谐、生态、环保

的理念，希望通过酵素种植等有益探索，打造集农法种植、

自然教育、科技研发于一体的全生态自然农业示范基地，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自然、劳动、生命、科普教育。龙游县下库小学：“云耕大课间”点燃学生运动激情

课时变化激活科学思维
东阳市吴宁第一小学探索科学“长短课”

安全伴童行

海盐元济高级中学发布
校园鸟类图卷

本报讯（通讯员 朱海平）你是否曾在校园里侧耳倾

听鸟儿清脆婉转的鸣唱，是否曾驻足观赏鸟儿在枝头振

翅欲飞？在生机盎然的校园里，鸟儿和师生们共享着同

一个家园。正值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和第43个

“爱鸟周”，日前，海盐元济高级中学观鸟兴趣小组师生发

布了校园野生鸟类图卷。

近年来，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小组成员对校园野生

鸟类进行了持续的观察和记录。每天晨读开始前、课间、

放学后，都可以看到他们专注观鸟的身影。据统计，参照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师生们至今共观

察记录校园野生鸟类8目25科53种。在喜鹊、白鹭、八

哥、珠颈斑鸠等常见鸟类之外，还有罕见的夏候鸟北棕腹

鹰鹃、冬候鸟宝兴歌鸫。经专家鉴定，后两种为嘉兴市鸟

类新记录。

据介绍，观鸟兴趣小组旨在培养学生参与科学调查

的兴趣。“培养了崇尚科学、保护生态的理念”“增加了生

物学知识，拓宽了科研视野”……谈及观鸟的收获，成员

们纷纷表示活动让他们对科学更感兴趣。53种鸟儿中，

最令小组成员记忆深刻的当数北棕腹鹰鹃。被发现时，

这只鸟儿已经受伤，师生们马上展开救治，虽然最终未能

救治成功，但经认定，这是该鸟类在浙江省的第4例发

现。最终，鸟儿被制成标本在浙江省自然博物院展出，发

挥着更大的科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