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结合语文课上所学! 控江中学学生前往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了

解汉文化 资料照片

" 杨浦区鞍山实验中学初一"!#班的地理课上!平板电脑成为课

堂互动的载体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本报记者
邵宁

高一历史课从平板电脑游戏开始，还演起了情景剧；语文课跑去了曲阜的孔庙、南京的秦淮河和中华
门；物理课上出现了四格漫画，主角是学生们喜欢的足球；高中地理课上唱起了《十年》，不过歌词被师生们
改成了“热力环流”版!!

一场课堂的变革，正悄悄地在杨浦区近百所中小学里发生。
在我国传统的课堂里，学生是纯粹的客体，授课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辅以大量刷题练习。然而，研究显

示，这种重知识传授轻智慧养成的教育，尽管在学习成绩上可以获得不错的回报，却导致学生高层次思维能
力不强，缺乏质疑精神，影响创新能力。
如何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堂怎样才能启迪智慧、激发思维？经过第二轮上海市基础教育创新

试验区建设，从2013年起，创智课堂在杨浦区应运而生。

! ! ! !代数、几何、函数……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学
数学随着年级的提高，越
来越枯燥艰深，大部分内
容都是生活中用不上的。
不过，同济初级中学刘扬
老师给初三学生上的一堂
数学课，却让人耳目一新。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

墓的发掘，是一个惊人的
考古发现。”刘扬用 !!"

放映了一张瓷器图片：“考
古学家在汉墓中，发现了
一块圆形瓷器碎片，你能
帮助考古学家将这个破损
的瓷器复原成圆形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引起

了同学们的兴趣。刘老师
又问：“其实，这个瓷器碎
片只给出圆的一部分，是
我们以前学过的什么图
形？”有同学答道：“弧形。”
“好。把瓷器复原成圆形，
就是要画出这条弧所在的
圆。想一想，我们以前是怎

么画圆的？”“那么，确定一个圆的
关键问题是什么？”随着刘老师继
续发问，同学们的思维被激活了。
随后，课堂变成了探究活动的场
所：学生分成小组，你一言，我一
语，有的提出猜想，有的动手操作，
一边交流一边探讨，共同寻找问题
的答案。
杨浦区教育学院专家认为，这

堂《圆的确定》的数学课，刘老师创
设了一个“帮助考古学家复原瓷器
碎片”问题情境，让学生体会到“数
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不
仅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引
导学生运用数学概念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像这样变“单向灌输”为“合作探

究”，在各中小学课堂都可以见到。
育鹰学校信息技术老师周璇

在上《神奇的布尔运算》一课时，制
作了微视频，设计了“自主探究”
“火眼金睛”“脑洞大开”“各取所
需”四个环节，让学生分小组进行
个性化作品的创作，最后推选代表
在全班进行展示与交流。整个过程
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教师引导为
辅，学生们始终充满兴趣，相互探
讨，相互帮助，学会解决问题。
一款《一梦周公》的文字游戏，

把一群高一学生带入了西周时期。
学生们四人一组，一边完成游戏通
关，一边填写学习单，掌握了与西
周有关的知识点，在半个小时的时
间里兴致勃勃。编写这款游戏的是
同济一附中历史老师陈文婷。陈文
婷说，创智课堂致力于整合课堂、
学校等正式学习环境与家庭、社
区、科技馆、博物馆等校外非正式
学习环境。而数字化的教育游戏，
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学生可
以在有网络的场所，用电脑、手机、
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课堂上，教师把更多的时间留

给学生，使全体学生的思维都动
了起来，但背后却是教师更多的
付出，多学科融合，学习前沿科
技，了解重大新闻，制作微视频、游
戏……他们在一堂课中，设计一个
个的“创智点”，成为助推学生创生
智慧的催化剂，使学生在智慧生成
的过程中，学习方法和思维品质得
到培养，实现转“知”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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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智课堂，让课堂充满了智慧
思辨的魅力，也在无形中提升着孩
子们的创新素养。
创智课堂从 #$%&年起在 ##所

学校进行试点，到 #$%'年已覆盖杨
浦区所有 ((所小学、&)所初中、%*
所高中，全区 +$$$名教师都接受
了相关培训。老师们积极投入这一
课堂变革之中，所有学科、所有年
级都出现了大量富有特色的课堂
实践，形成了 '$$多个创智课堂资

源包、#$$ 多个表现样例，连体育
课、劳技课也都有了让人眼睛一亮
的案例。
杨浦区教育学院“创智课堂”项

目组负责人陆卫忠介绍说，为推广
众多创智课堂成果，区教育局建设
了一系列具有引领课堂变革功能的
载体，包括教研联合体、学科高地、

创新实验室、网络研训平台等在内
的搭建了包括创智季、“创智云平
台”、网上公益学堂等在内的区域推
广平台。研究课题《区域推进“创智
课堂”建设的实践研究》获得 #$%,

年上海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在区域推进创智课堂建设的实

践探索中，杨浦区学生的学业成绩
和创新素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目
前，学生的学习环境不断拓展，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激发。在上
海市连续几年的中小学学业质量绿
色指标的调研中，杨浦区学生在“高
层次思维能力指数”这一项目中表
现进步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什么样的课堂是好的课堂？怎

样建设好的课堂？杨浦区的探索给
人以启示。

!创智课堂"在杨浦区近百所中小学悄悄引发变革

“行走”的课堂 大开的“脑洞”

! ! ! !“为什么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
只存在了 %$$多年，而柏拉图创办
的雅典学院却存在了近 %$$$年？”
这是控江中学一名高一学生提出的
问题，立即引发了同伴们热烈的讨
论。有意思的是，提问和讨论的地点
是在从山东曲阜回来的大巴上。
控江中学的学生很开心，每年

都有两次学校组织的游学机会，地
点是国内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时
间是两到四天。而这游学，其实是语
文教学的“行走课堂”，也是创智课
堂的一个实践，从 #$%(年起开展。
“行走课堂”主题结合高中语文

教材确定，如高一年级第一学期结
合《论语》教学，目的地是嘉定孔庙
和曲阜邹城，邹城是孔孟之乡；高一
下学习鲁迅单元，课堂则搬到了上

海的鲁迅故居和绍兴的鲁迅故里；
高二上，在讲到苏轼单元时，学校组
织学生去杭州“文化行走”；高二下
学习《史记》，“行走课堂”的线路是
徐州-安阳殷墟-洛阳-开封……
其实，“行走课堂”并不是旅游

活动，而是精心设计的课程，有着具
体的课程目标、主题、操作策略和评
价方法。每一次游学都有好几个小
课题，学生们必须要做一个“有方向
的研究者”，四五人组成一个小组，
出发之前要阅读大量资料，更要形
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写出讲解词。
每到一个参观点，组员就成了讲解
员，每人讲五分钟，这是为了锻炼高

中生的演讲能力。晚上回到住宿地，
还要集中评议；返校后提交小论文，
在校内公开展示。一次“行走课堂”
走下来，同学们纷纷表示，并不像旅
游观光那么轻松，而是很“烧脑”。
尽管“烧脑”，但却收获丰厚。去

年 %月，师生们来到曲阜，孔庙、孔
府、孔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
准备充分，同学们在十三碑亭、杏
坛、大成殿等地的讲解，富有历史和
文化的魅力，此外，对于孔子在古代
的地位、孔子思想的传播和误读也
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来到大成殿时，
正赶上每天一次的祭祀表演，同学
们看得十分投入，还对《论语》中的

“八佾舞于庭，其可也”进行了讨论。
负责这一项目的控江中学语文

老师冷海鹰说，行走课堂与传统课
堂、阅读课堂，统称“三一课堂”。“三
一课堂”试图构建一种多元复合的
语文课程。游学是它的末端。作为行
走式教学，把学习空间拓展到了自
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中。学习内容上，
将前期在传统课堂中所学习的内
容，在实际场景中寻找呼应和突破。
学习形式上，则让学生分小组合作、
探究，倒逼他们活学活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在行走课堂里，许多同学体
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朱辰赟同学
在体会中写道：书本知识如同白米
和白水，要经过亲身实践，加上深入
思考，才会变成一坛美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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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行走”开心却又烧脑

“创智课堂”提升创新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