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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委发文要求关注学生差异，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优质教育秘笈：关注个性 因材施教
教育好声音

! ! ! 舞龙舞狮也能进课堂! 这

样的课也能化解许多学习与成

长的"问题#! 这样的疑惑在上

海行知实验中学已有了明确答

案$ 最近%该校请来了市教委学

生活动中心& 市龙狮协会的专

家以及家长代表% 共同观摩了

一场壮观的舞龙舞狮表演%并

给演出定了个主题'''(超越

自我&放飞梦想#$

舞龙如何放飞成长的梦

想! 校长杨卫红竟把一个看似

简单的课余活动当成了一项重

要的教育内容$ 希望通过舞龙

舞狮专项教学%使学生达到(三

有#)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有一

个强健的体魄% 有探究实践能

力*"三能+)能爱好学习%能自

主自立% 能尊重他人*"三会+)

会合作&会传承&会审美$

把一项中国传统民俗活动

列为学校的特色课程% 进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 行知实验这般解

决教育"问题+的办法%可谓独

辟蹊径$

本报记者 王蔚

特色课程
助力成长

! ! ! !从上学期起，
中山北路小学和闸
北区少科站少年宫
共建“合作课程”，
每周二下午，少科
站向孩子们开放船
模、建模、摄影、环
保、机器人等专用
工作室，设计特色
课程。同时，少科
站也聘请京剧院等
专业院团老师，为
孩子们进行民族文
化培训。

图为小朋友在

学习京剧表演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如何让厌学生变得好学!

“班级里有个叫小高的男生，长相帅气，
性格开朗，爱面子，爱听表扬，就是上课不专
心，成绩也不好，竟然说没有一门学科是喜欢
的。进入初二后，他似乎更讨厌学习了，甚至
不想到学校来。”上南中学东校的王音老师
说，作为班主任，对于这样的学生就得尊重个
体差异，帮助他健康成长。

王老师经过家访得知，从小学开始，小高
的母亲就对教师的告状习以为常，且对孩子
的教育也一直无能为力，而小高的父亲则常
年在外地工作，认为只要在物质上满足儿子
就行了，对他的学习一点不关心。“一方面，
家庭教育的失当，导致了小高缺乏自律，随
意任性；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因得不到表扬
和肯定，小高的自信心也严重受挫，以至于
变得越来越破罐子破摔。”王老师说，要让
小高有所转变，必须先从自尊心教育入手，
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其实，除了考试成绩不
行，小高还是有不少优点的。比如，对于国
际国内的时事，小高就十分关心，每次上思
想品德课时，他点评的国内外新闻都十分
精彩。于是，王老师及时在班会课上对他进
行了表扬，这可是小高自入初中以来头一
回“享受”到在全班同学面前被赞扬的待遇
啊。“此时，我在他的眼神里看见了感动与
感激。”王老师说，小高的转变，可以总结出
许多教育经验，学生的厌学是各种因素综
合影响的结果，如过重的学业负担、班级的
歧视、家长教育失误等，而且他主观上对学
习也不重视，在学习过程中积累了过多的
自卑与无能的负面情绪体验。所以，要帮助

像小高这样的学生，必须先消除或避免这
些厌学的“影响源”。

"点评#上南东校校长沈飞$上周%我校与

浦东新区第四教育署& 浦东教育国际交流中

心等共同举办了一次"会诊+%研讨当下新技

术背景下的教学创新$ 我认为学校应该建立

对学生教育的分层目标%运用评价激励%加强

学生的自律教育$ 比如%对预备年级学生%要

帮助他们学会自理能力% 尽快适应初中学习

生活* 而对初三学生% 则要教育他们磨砺心

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

如何教会解决问题能力!

在如今的宝山区，越来越多的学校变成
了“问题学校”。上周，首届“问题化学习”全
国教育研讨会在吴淞中学举行。宝山区向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展示各校如何以个性化的
“问题”为引领，教会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具体办法。

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特级教师王天蓉以
数学“黄金分割”一课为例，对“问题化学习”
的成效做了诠释。“什么是黄金分割、什么是
黄金分割点、什么是黄金分割数、怎样进行黄
金分割、如何找到这个黄金分割点、为何要进
行黄金分割、当时的科学家是如何提出黄金
分割的、黄金分割对于数学的主要贡献是什
么、为什么黄金分割就能给人美感、生活中还
有哪些地方体现着黄金分割……一堂课，既
有老师不断抛出的问题，也有学生一个接一
个地提出自己的疑惑。”王老师说，从这个案
例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问题就好比是人的思
考触点，问题化是触点与触点之间的连接，而
问题化学习则是触点与触点之间的连接所形

成的无穷无尽的新发现、新思考，从而生成独
具个性的智慧。

同样，吴淞中学唐秋明老师展示了一堂
高三语文课《宽容》。这是美国作家房龙的名
篇，唐老师在课堂上列了一张表，要求学生通
过阅读列出“浅释性问题”“领悟性问题”“赏
析性问题”“洞察性问题”“移情性问题”和“自
省性问题”，还要求从文学、社会学、哲学、宗
教学等多个纬度阐释课文所揭示的问题。“我
几乎没有固定的教案，课堂上要与同学们一
起探讨的问题，都来自每个人的当场感受、当
场提问。整堂课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就是让
学生对于隐喻象征类作品的理解与赏析能力
有一定的提升。每个人的理解不同，问题当然
也不同，教师就更得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唐
老师说。

%点评&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晓静$我们

将依托"智慧校园+建设%创设"人人好学&处

处可学&时时开学+的校园环境&真正实现问

题化学习的校园和问题化学习者的乐园$ 期

待通过问题化学习% 产生越来越多更智慧的

学生&更智慧的教师和更智慧的学校$

如何喜欢上自己的专业!

我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能
做些什么工作？我还需要具备哪些个性化的
知识和技能，才能在职场找到一席之地？对于
中职学生来说，尽早找到职业地位是决定其
生涯发展的关键。日前，上海市逸夫职校用一
场精彩的“回想”创意节回答了这些疑问。

创意节中的作品，全部来自毕业 !"年内
的逸夫校友作品。他们中，有当代青年艺术
家、大学教师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

士。校园内，一幢小洋楼成了专属展厅。当代
艺术、雕塑、摄影、平面设计、陶艺、文物修
复、室内设计、景观设计、三维建模、游戏动
画、服装染织、建筑设计、电影电视、包装设
计……作品几乎涵盖所有艺术门类和艺术
创意行业领域。

#""$届广告专业毕业生张天恩现从事电
影美术设计，他用复古的家具布置了一个场
景，并给同学们留下互动题———挑选一个道
具，根据特定的命题，将其放置于现有的场景
内。他希望通过这道考题告诉同学们，艺术创
作，既需要个性，也需要不断和观众互动，激
发灵感火花。

#""%届装潢专业毕业生赵欣，如今已创
立自己的工作室，并拥有了独立包饰品牌，
她展示的包饰色彩搭配明亮活泼，兼具可爱
与优雅。她说，自己学的是平面设计，但渐渐
地，她想把这些平面的设计变得可以触摸，
因此，就开始了摸索。为了让作品从平面上
“站”起来，她时刻在观察并思考着，哪怕看
到超市的马甲袋，都在思考为什么它拎起来
会很舒服。

#"!!届毕业生周玥论现就读于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室内景观设计专业，她通过调研年
轻人对住房需求及对空间的特殊要求，将一
间原上海巴士集团维修车间，改造成了适合
年轻人居住的青年公寓。

%点评&逸夫职校校办主任应宏芳$我们

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为学生们提供来自于行

业的最真实&新鲜的案例%帮助学生找到符

合自己特长的职业方向$ 建议同学们在创

意学习上不必太苛求完美%而要不断通过张

扬个性去捕捉灵感%吸收灵感%从而完善自己

的作品$

! ! !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优质”学校？什么样的教育才
是“优质”教育？上周，市教委下发《上海市新优质学校
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在育人观念上回归教育
本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差异发展；在课程建设上，根
据学生发展需求建立丰富、可选择的课程体系；在课堂

教学上，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特别关注那些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支持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向“优质”靠拢。梳理这

些学校的教育轨迹不难发现，关注个性、因材施教便是
优质教育成功的秘笈。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合作课程"

内容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