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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邀请脑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走进

校园，为师生开讲“脑科学与未来教

育”；举办探索大脑结构的实践创作大

赛，让学生在参与中了解大脑、重视

脑科学；组织学生亲身体验智能机械

手、脑控赛车等脑科学项目，近距离感

受脑科学的魅力……10月以来，在杭

州市杭州中学的校园内，“脑智启未

来”科技月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是杭州中学深入推进脑科学

进校园的一次有益尝试。“好的教育

应尊重人脑的学习和发展规律，并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因材施教。”学

校党委书记杨昕珠介绍，近年来，为

了让脑科学更好地赋能教育，该校

积极作为、系统建构，在构建基于脑

科学的学习力测评框架、开发特色

脑育课程、开展脑科学导向的课堂

教学改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和实践——

生生有张学习力“数智画像”
在杨昕珠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

因材施教，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学生非

常了解的基础之上。2022年，学校

和浙江大学智能教育研究中心合作，

成立了脑智研究基地。近年来，学校

借助专家的高位引领和专业的技术力

量，积极开展基于脑科学提升学生学

习力的实践研究，围绕动力系统、认知

系统等五大领域以及记忆力、自我效

能、元认知等15个细化指标，构建了

基于脑科学的学习力5R模型，并研发

了基于学习力模型的测评框架。

“我们开展基于脑科学提升学生

学习力的研究，主要是希望通过构建

学习力模型，打造学生学习力‘数智画

像’，确认学生的‘优势点’‘潜能点’

‘扬长点’，靶向施策，从而更好地挖

掘、开发学生的潜能。”杨昕珠告诉记

者，每学期期中，该校都会组织全体

学生开展测评活动，并将测评结果绘

制成个人、班级、年级、全校四级学习

力“数智画像”，以供教师针对性地开

展个性化指导和教育。

通过班级学习力“数智画像”，班

主任关彤彤发现，自己带的班级“自

我认知”这项指标低于全年级平均水

平。在与学校脑智研究团队商讨后，

她制定了相应的辅导计划，包括开展

一次主题班会课《认识你自己》，举办

一次班级线下家校户外交流会，以及

组织学生之间匿名写一封信《我眼中

闪亮的你》。“通过这一系列班级集体

活动的引导，我班学生的整体面貌有

了很大变化，不仅班级氛围更加融

洽，学生在学习上也更加积极、自

信。”关彤彤说。

开发特色脑育课程
“我们可以用意念控制‘火箭’升

空，专注力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

在《趣味脑科学》课上，学生们正在比

拼“火箭”的升空速度。只见他们个

个头戴脑环，人手一台平板电脑，随

着各自专注度的不断变化，屏幕上的

火箭速度各异，脑环上的指示灯也闪

烁着不同颜色的光。

“比赛中，有几个同学的‘火箭’停

了下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神奇的

是，虽然我也笑了，但是我的‘火箭’依

然在升空。”学生吴冰冰找到了原因

所在，“因为我能立刻控制自己的情

绪，令自己专注于当下。”据介绍，《趣

味脑科学》一课聚焦脑科学原理，针

对记忆力、自控力、反应力、思维力和

专注力等五大核心能力，设计了趣味

赛车、园丁浇水等游戏化训练任务，

目的是让学生在不断练习中了解自

己大脑的发展水平，启发他们去发现

和创造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科学地

使用大脑、锻炼大脑。

这样的脑育拓展课，对杭州中学

的学生来说早已是校园日常。近年

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浙大专家的指

导下，该校专门组织教师团队开展了

基于脑科学原理的校本课程研发，相

继建设了脑科学实验室和“脑智启未

来”体验馆，借助信息技术和智能技

术，通过教育学的方法、课程和手段，

采用有计划的课程和游戏化训练，促

进脑力发育，助力学习力提升。

截至目前，杭州中学已开发特色

脑育课程8门，并在初一、初二年级

实现了全员覆盖。

打造脑科学导向的精准课堂
“同学们，上课前我们先做一个小

游戏，左手用拇指和食指比画成‘八’，

代表一支枪，右手比画成‘四’，代表

四只鸟，然后左右手动作反复交替变

换……”以大脑热身小游戏为导入，科

学教师蒋春霞的《温室效应——建构

低碳行动方案》一课开始了。

“左右脑协调游戏能帮助学生

激活大脑的功能，更好地提升听课

效率，这是我将脑科学知识应用于

课堂教学的一次尝试。”蒋春霞直

言，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能为教育教

学的革新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学依

据，让教与学逐步从经验性的分析

交流走向基于证据的循证研究，“从

经验走向科学”。

脑科学研究表明，情境记忆一旦

形成就极易长久保持。基于此，蒋春

霞专门在课上创建了“帐篷温室”的真

实情境，让学生进入现场的两个“模拟

温室”，亲身感知温室效应带来的变

化，并提出相应的研究问题。“真实的

温室体验、使用传感器进行温室效应

原理探究、建构低碳行动模型……温

室效应这一课让我完全沉浸其中、印

象深刻。”学生小黄说。

在杭州中学，像蒋春霞这样的教

师并非个例。脑科学与教育的全面

融合就是让每一名教师都成为脑科

学专家，让每一间教室都成为脑科学

基地，让每一堂课都变成脑科学实践

站。为此，该校专门成立了脑智研究

工作坊，负责组织各个学科组每月定

主题，通过头脑风暴、学术引领、案例

研讨、专家讲座等举措，引导广大教

师有意识地开展脑科学导向的课堂

教学改进，打造精进课堂。

地理教师劳文燕融合脑科学原

理，开发了地理项目化学习“绘制世

界地图”和“大美中国直播秀”，让学

生在体验中学习，于学习中成长；班

主任李媛提出要构建基于脑科学的

师生关系，创造低威胁、高挑战的学

习环境，促进师生积极互动……如

今，该校教师分别在学科教学、班级

德育、特色课程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

的教育改革实践和尝试，并取得了积

极成效。

杨昕珠表示，下一步，杭州中学

还将继续开发更加丰富的特色脑育

课程，持续完善脑科学导向的课堂教

学，逐步走向基于脑科学的评价和决

策，以更好地因材施教，让每一名学

生都成为有持续发展后劲的、有意义

的学习者。

开启每一名学生的“最强大脑”
杭州市杭州中学探索脑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杭州市杭州中学探索脑科学在教育中的应用

舟山市第一初级中学：
少年国旗班传承爱国情

本报讯（通讯员 许志超）寒来暑往，从日常的升降

旗到学校每一次的大型活动，在舟山市第一初级中学，国

旗班队员挺拔的身姿、笔直的脊梁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10月21日，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同时

激励新一届国旗班队员传承护卫国旗的光荣使命，学校

举行了新老国旗班交接仪式。

“2024级国旗班同学，我代表舟山一初2022级国旗

班向你们交接国旗。今天我们将国旗交给你们，请你们

牢记使命，护卫国旗！”“请你们放心，请各位老师、同学放

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仪式上，2022级国旗班出旗，郑

重地将国旗交至2024级国旗班队员手中。伴随着雄壮

嘹亮的国歌声，庄严神圣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迎风飘

扬，2024级国旗班队员圆满完成了首次升旗任务。

10月24日，为了更好地规范升旗仪式，增强新一届

国旗班队员的使命感和仪式感，学校邀请了浙江海洋大

学国旗护卫队来校，对国旗班成员就升旗仪式的流程和

动作开展规范教学。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以国旗班为载体，加强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其民族自豪

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温州市建设小学：
学生“酷跑”大课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温乐）近日，温州市建设小学五

马校区700余名学生在历史街区五马街上接力奔跑。这

是学校新近开设的街区酷跑课程，这一特别的30分钟体

育大课间课程给师生带来了满满的惊喜。

当天早上9点，学生们排列整齐跑出校门，来到五马

街形成18个班级方阵，每班的“火炬手”站在最前方。随

着一声令响，“火炬手”们一棒又一棒地开始接力。全长

800米的接力过程中，老香山、瓯柑会客厅、金三益、五味

和、“吴百亨擒雕”雕塑等地标性建筑逐一出现在学生

面前。18棒“火炬”传递完毕后，师生按出发路线原路返

回学校。

据了解，今年6月，建设小学成为温州市义务教育学

校每天一节体育课（体育活动课）试点学校。副校长洪

蕾坦言，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学校地处老城区，虽然

今年9月完成翻新回迁，但是运动场地仍然十分有限。

“以往做早操的时候，有一些学生要站到操场外围，我们

就想着把体育活动挪到户外，打破限制，弥补运动场地

的不足。”洪蕾表示，五马街是建设小学的发源地，96年

的办校历史与这条历史街区深厚的文化底蕴相辅相成，

为此，学校打造了独有的“五马文化街区”课程体系，街

区酷跑就是其中一项。“步行街没有车流，开展活动较为

安全，不仅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最大价值化，也为学校试

点每天一节体育课探索经验。”

为了这场酷跑，全体学生化身活动策划师，设计路线

图、制作火炬标志毫不含糊。接下来，学校会将街区酷跑

课程常态化，满足学生的体育运动需求。

磐安县文溪小学
举办校园劳动吉尼斯

本报讯（通讯员 吕海燕）日前，磐安县文溪小学第

二届劳动技能校园吉尼斯挑战赛落下帷幕。大赛根据年

龄特点设置了不同项目，学生们在热闹有趣的劳动技能

大比武中展现劳动风采，收获劳动乐趣。

一、二年级的走廊变得格外美丽，学生们正参与“小

小种植家”项目。废旧水管、矿泉水瓶、洗衣液瓶……他

们发挥想象，通过废物改造、创意美化，制作特色花盆，既

装扮了校园环境，又体验了种植乐趣。三年级学生比拼

剥豆子，四年级学生比赛包书皮，考验的都是学生们在日

常生活中的劳动技能。学校食堂里，五、六年级学生进行

了包饺子比赛。他们各显身手，整齐一致的常规版饺子

在砧板上“昂首挺胸”，还有造型各异的花样饺子轮番登

场，让评委教师啧啧称奇。

活动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劳动技能大比武既是对学

生日常劳动技能学习的展示和检阅，也是一次面向全体

学生的劳动主题大狂欢，希望学生们在劳动中收获快乐

和成长。

日前，桐乡市伯鸿学校举办警校联动活
动，特警为全校师生带来了精彩的综合体技
能和警犬技能展示。图为学生们正在观摩
现场展示的警用装备。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蒋冬梅 摄）

别样“警”彩

图为科学教师蒋春霞
带领学生开展大脑热身
小游戏。 （学校供图）

图为《趣味脑科学》课
上，学生们在进行专注力训
练游戏。 （学校供图）

10月25日，东阳市横店二小教育集团后岭山校区
进行了一场纸力大比拼。比赛以A4纸为材料，或将A4
纸制作成纸环，比拼谁的纸环滚得远；或用A4纸做成零
部件搭塔，看谁的塔最高。图为学生正全神贯注地搭建
纸塔。

（本报通讯员 马梅玲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秀艳）为进

一步传承红色文化，推进良好家风

培育，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和

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10月 24 日，

宁波滨海学校举行了红色经典亲

子阅读展演活动。

真挚饱满的感情、抑扬顿挫的

声音、优美动人的旋律、精彩纷呈

的表演，22 个学生家庭通过朗诵、

合唱、吉他演奏、书法等多种形式，

呈现了《红岩》《月光下的中国》

《中华颂》《黄河颂》等节目。他们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一部部红色

经典作品，倾诉了对祖国深沉而热

烈的爱，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了红

色经典经久不衰的魅力。最终，评

委根据主题内容、语言表达、现场

表现等方面综合评比，选出了各类

奖项。

学校德育综治办主任吴顺安表

示，此次展演活动不仅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通过家长

和孩子共同参与，还增进了亲子关

系，同时，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

义教育，让学生在阅读红色经典的

过程中感悟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

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新时代的

追梦人。

宁波滨海学校：红色经典亲子共演

本报讯（通讯员 戚怀月）“现在

晚一点来，也能吃上热饭了。”10月

25日17：30，诸暨中学暨阳分校的食

堂里，距离晚饭开售已经过去半小

时，晚到的学生惊喜地发现，6号窗口

还开着。打饭阿姨拿着勺子，笑脸盈

盈；隔着窗口玻璃可以看到，饭菜还

冒着热气。

针对学生动作慢、去得迟，吃不到

热饭的情况，学校食堂于近日推出6

号窗口。该窗口延长打饭时间，确保

让每一名迟来食堂的学生都能吃饱吃

好。同时，该窗口还作为反馈窗口肩

负起“接诉即办”的使命。学生在食堂

用餐过程中若对饭菜不满意，可以向

该窗口的工作人员反映。工作人员会

将他们的诉求记录下来，尽快解决，实

现安全投诉争议闭环。

学校负责人表示，小小窗口吃

出微微暖意，希望将 6 号窗口打造

成能在校园里“末端发力、终端见

效”的食品安全示范岗，擦亮“食在

学校”金名片，全力守护学生“舌尖

上的安全”。

诸暨中学暨阳分校：小小窗口暖胃更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