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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带动学校驶上“快车道”
———记洛川学校校长刘爱武

! 刘爱武鼓励教

师关注学生个体成长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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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问答"

%#您最喜欢的$校园一角%

是哪里&

&#校门口的喷水池!寓意

为"聚才#$ 洛川%名字中虽有水

的含义!但没有水景!特意请人设

计现在的喷水池有自下而上的喷

泉!也有自上而下的瀑布!代表

人才有各种不同的培养方式和

发展方向$

%#影响您人生的一件作品

是什么&

&#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 莎莉文老师一辈子只有

海伦(凯勒这一个学生! 从她身

上我们应该学会更多关注学生

个体成长$

%#如果请您用一种颜色代

表自己'你会选择哪种&为什么&

&#蓝色( 我喜欢天空和大

海!它们都有宽阔的胸怀$ 要发

展教育信息化!就需要学会包容

与分享$

%#请您设计一款代表学校

的吉祥物(

&#雏鹰( 这是我们学校的

校标$ 它本来就是少先队的象

征! 我们给它加了两个翅膀!寓

意着我们学校发展的两个不同

侧重)一个是信息化!还有一个

美育!希望这两个翅膀能助孩子

们飞翔$

! ! ! ! )最新一期*上海教育+杂志,

本周日 '( 时 $) 分上海教育电视

台节目将同步刊播-

! ! ! !教学白板! 快拍仪! 平板电
脑! 电子表决器""普陀区老工
人新村#$$宜川新村中的洛川学
校%极客&味十足'许多时新的信
息化产品随处可见( 数学老师出
身的校长刘爱武在洛川学校师生
们的眼中'更是一个喜欢尝试现代
新信息技术的%极客&校长'总能带
来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刘爱武

'*+,年 -月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教师

-))+年至今任上海洛川

学校校长及书记

校长
名片

! ! ! !在刘爱武的带领下，洛川学校
从一所普通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成长为周边老百姓心中有口皆碑的
新优质学校。任职八年半，是刘爱武
利用信息技术带着学校“驶”上发展
“快车道”探索的八年半。她说：“我
们的学生都来自普通的家庭，因此，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要让信息技
术产生智慧能量，为他们奠定幸福
人生的基础。”

推出一对一的教学
洛川学校在 !""#年由洛川中

学和宜川新村第二小学合并而成。
由于学校地处上海市上个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老工人新村，学生的家庭
教育状况、学习基础水平参差不齐，
好的学生已有一定识字量，会一些
简单的数学计算和英语练习，而之
前没有学过的孩子真的是“零起
点”。$%%&年 '月，刘爱武调到洛川
学校任校长，她就琢磨着如何让学
校有更好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在
学校有一个快乐的学习体验。原本
就对信息技术非常感兴趣的她发
现，学校其实有很好的信息技术发
展基础———$%%% 年洛川学校是普
陀区首批建校园网的学校，并已开
始建设教学资源和管理平台。既然
前人栽了棵好树，不如就去浇灌它，
刘爱武走马上任后的决定是继承与
发展学校信息技术应用的特色。

$%%(年，英特尔学生小电脑的
引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她带
领老师们开展“一对一数字化教学
模式”的教育改革。在当时算得上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鼓励改革课堂模式
小电脑引入课堂，学生高兴了，

教师们却发愁了。信息技术这个课
堂“不速之客”，让教师们有些“不适
应”———教学成绩保持领先的教师
突然听说自己的育人目标还有盲
区；教师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是否教
学方式真的是为学生长远发展负
责；而学识丰富的教师也开始在新
的信息技术能力面前“捉襟见肘”。

$%%"年，语文老师马晓珉从外
区调到洛川学校。“原来没有接触过
这种一对一数字化教学，心里是有
点害怕的。一来是不愿意改变自己
已经熟悉的教学模式，二来是对新
技术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在刘校
长坚持和鼓励下，马晓珉还是接手
了一个实验班的教学。“一年下来，不
仅学生很喜欢这种教学模式，我也在
教学模式的改变中有了很大的收获。
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在马晓珉的课堂上，每周都要

请一位学生上台点评时事新闻，而
台下的学生要在小电脑上实时反
馈。“这种即时的互动，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了讨论之中。”马晓珉还设计
了许多课堂环节，比如，分享思维导
图、制作电子杂志来推荐同学优秀
作品、品读美文等。“这些都让孩子

们走近了自己的小伙伴，拉近了学
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距离，引发
他们对自己成长足迹的思考。”

副科老师当班主任
无论是利用互动反馈技术了解

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在交
互白板教学系统的支持下，课堂师
生共享学习资源，这些习以为常的
教学方式推广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一开始，有家长认为一对一教学对
学生视力产生不良影响，有教师认
为新型教育方式比不过传统教学方
式。为此，刘爱武并不是武断地推广
教育改革，而是在启动教学试点前，
针对家长做了一次调查，并由班主
任对家长和学生做好培训与指导工
作。刘爱武说，针对信息技术应该有
一个宽容的环境：“在信息技术革命
的浪潮越来越勇猛的现在，已经不

是讨论信息技术要不要用的问题，
而应该是怎样用才好的问题。我们
并不是排斥传统教育模式，而是关
注如何用新型教育方法提高教学的
有效性。”
现在，洛川学校从六年级起的

每个年级都会有信息实验班。过程
中有些实验班学校还聘请信息技术
学科的“副科”老师来当班主任。一
开始，家长心存顾虑：副科老师能当
好班主任吗？孩子们会不会因为“触
网”过多染上网瘾？孙一冰就是这样
一位“顶着压力”上任的任教信息技
术的“副科”老师。“学生对信息化自
然是感兴趣的，但如何让其余学科
的老师接受，就需要‘软硬兼施’。这
不仅要改变教师的传统思想，更要
主动参与到学科教师的备课中。”孙
一冰会根据数学老师的教案推荐一
些软件，帮助他调整课程设置。

人人学会与人分享
刘爱武说，信息化教学试点对

学生有益，可能对学业成绩提升没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学生学习
主动性却很有帮助。“孩子们变得更
愿学习。没有老师的指挥，他们会主
动建立起 ))群，分享交流笔记。这
些都是意外的收获，也是我从一开
始忐忑到现在坚定的原因。”
在洛川学校，已经形成了人人

都爱分享的氛围。刘爱武说，人要有
一点学习的激情，没有激情肯定不
行，而学会了什么，就要和周围的人
分享。“我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其实
一开始得益于我们的老师。一位老
师曾教我在搜索引擎中设置一些关
键词，这样，搜索引擎就会定期为你
推送世界上最新的教育信息。比如，
我设置的就是‘教育生态’、‘信息化

应用’、‘微课’等。”刘爱武说，敢于
尝试新的方式，才有更新的知识。而
每次收到新的知识，她总会马上通
过邮件、微信等现代沟通方式，与周
围的教师分享。

丰富学生人生经历
在洛川学校，孩子们能够体验

到丰富多样的生活。刘爱武说，要为
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打下基础，帮
助他们找到一项兴趣爱好。近 *+年
前，洛川学校就和上海沪剧院结对
成立沪剧艺术教学中心，为学生免
费开设沪剧兴趣班。马莉莉等名演
员常常来指导，“中心”先后请来了
曹冰梅和王明达，居峰、徐蓉等人专
门传授上海闲话和沪剧唱腔声调动
作。沪剧艺术教学中心的老师们从
一年级音乐课就开始抓起，教小学
生讲上海闲话，并通过学讲沪语体
会上海文化。有一次，小演员们还走
进了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宜川戏曲
节，孩子们学演的《燕燕做媒》、折子
戏《智斗》，让老戏迷们也拍手叫好。
体育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学校

专门去体育局请来专职教练，教孩
子们射箭，培养孩子们的田径特长。
刘爱武说，艺术和体育，能够带动学
生的课余生活。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