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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螺蛳壳里做道场 小课程做出大文章
闵行区平南小学自然学科数字化教材创改激活课堂教学

! ! ! !二十年间，从板书到幻灯片再到如今的
数字化教材，教育载体经历了数次“质”的飞
跃。提到新潮的数字化教材，一线教师们是有
喜也有忧。喜的是数字化教材背后的网络海
量知识库化解了教师找不到合适教学资源的
尴尬，忧的是数字化教材目前并未形成标准
体系，亦无精确定位，而且数字化教材要有
“用武之地”，必须以课程作为“根据地”，要找
到一门适用数字化教材的课程，并不容易。

小学科撬动大变革
在各地学校都热火朝天地“试水”数字化

教材的大背景下，!"#!年，作为闵行区教育信
息化项目试点第一校，平南小学却将教材数
字化变革的重任落在了并不起眼的小学
科———自然课。面对教材载体的“大变革”，为
何只做“小动作”，怎么不从语、数、英三门主
课上“开刀”？非议当前，学校其实早有筹谋。

变革之初，学校就意识到：数字化教材不
能拍着脑门“赶马上架”，也不能一轱辘似的
全面铺开，而是要找到一个稳扎的落脚点。
语、数、英这三门主课虽然课时多，但却并不
适用教材的数字化改造。

从课程开发角度来说，主干学科的网络资
源以海量计，但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难以
探摸；此外主干课程的教材开发极需课程权威
专家进行全程把控，实际操作上很有难度。

放手主干课程，转投自然学科，其实学校
并非担心“伤筋动骨”，而是出于学科特点考
量。自然学科中的宏观、微观世界等科学现象，
通过传统纸质课本已很难进行知识的有效传
递，而借由数字化手段，既保证其严谨性，又可
将知识点与教学实践有机融合，实现双赢。

“以小学科作为支点，也能撬动教与学的
大变革。”平南小学校长张小娟谈到当初的选
择，显出了自信的笑容。

小课本内含大智慧
在初创原点徘徊时，学校就坚持：一本真

正实用的数字化自然教材不能脱离原有课
纲，而要以原有教材作为“蓝本”，进行数字化
重塑。没想到这个“源于课本，高于课本”的创
作思路正与原自然学科课本的编撰者———顾
志跃教授的“教育梦”不谋而合。为此，学校专
门聘请顾教授担任编写顾问，为这本“梦之
书”坐镇，确保其科学性、实用性与权威性。

数字化教材，最关注的就是与视频教学
模式相通，然而网络上的大部分优质资源都
是英文原版。当时操刀制作的网络公司提议，
不如将原版视频直接用于教学，既能让学生
获得第一手知识，还能搭上双语教学的“快
车”，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顾教授和编撰教师们经反复商量后，谢
绝了这个建议。为保障小学生们能在 $%分钟
的课堂教学中完成学习任务，根据教学内容的
重难点，老师们对每一部原版视频重新编辑，
并对视频进行中文配音，且将视频长度严格控
制在 $&秒左右，便于学生快速理解知识点。
“这本薄薄的自然课本在数字化‘重生’的

过程中遇过很多困难”，老师唐祁军回忆道：“不
过通过智慧合力，困难都被我们逐个击破。”

小按钮派上大用场
四年级的自然课上，学生们并未翻开纸

质课本，而是熟练地打开平板电脑，点击进入
数字化教材，此时四个卡通图案的小按钮引起

了我们的注意。“这四个小按钮在每节自然课
都能派上大用场”。学生孙浩兴奋地告诉我们：
“点击小问号按钮就能了解更多关键知识点，
触控小三角可以播放微视频，小书本连接的是
课堂练习功能，而小烧瓶，则代表微实验。”

点开“火山”一页的小烧瓶按钮，这时屏
幕上弹出了一个模拟试验室界面，锥形瓶、酒
精灯、实验用的化学试剂……真实实验中的
用具幻化为一个个虚拟图标，而且个个制作
精良。孙浩动动手指，拖拽这些图标，便在教
室里使一座虚拟“火山”完成了喷发。
“通过数字化教材进行实验‘预演’后，再

进到实验室进行真实实验，学生们的实践能
力更趋加强”，自然课老师丁承禹说：“有了这

些小按钮，老师备课时间不仅大幅缩短，学生
自主学习的兴趣也被完全调动起来，在家也
能预习和巩固课本知识。”

四个按钮实际上是这套教材的“灵魂”。
以四年级第一册自然课数字化教材为例，小
按钮涵盖了 #&'个视频，%%个练习、(个互动
动画、)个学习评价单、'个课堂实验。真正做
到了“源于课本，高于课本”的设计初衷。

平南小学校长张小娟告诉我们：“多元体
验的学习，变单一的听觉学习为多感官学习，
释放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性。”边看边听边实
践，学生不但体验惊喜，还提升了学习效果，
自然课程里何尝不能做出一篇大文章！

新民教育中心 陈乐 言言

筑同行竞技舞台
辟技能成长窗口

市工业技术学校承办
全国首届电切削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 ! ! !为促进机械工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高
行业内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以适应机械制造
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复合技能
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月 !*日至 $"日，全
国首届电切削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上海市
工业技术学校举办。
全国首届电切削工职业技能竞赛是经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国家级二类竞
赛。大赛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业技术
学校校长王立刚介绍：“自 $月启动以来，竞
赛得到了诸多全球知名电加工设备制造企业
和职业院校的大力支持。”经过层层筛选，近
百位身怀“精”技的选手从全国各地云集上
海，进行决赛角逐。
本次决赛以企业与院校为单位，下设“电

火花成形”和“电火花线切割”两个工种，根据
选手属性分为企业职工组、院校教师组、院校
学生组三个组别。比赛不仅全面考察选手的
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现场操作能力，对创新、

应变能力也有很强的要求。
伴随着电加工机床发出的放电火花声，

决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从一双双专注的眼
神、一套套熟练精准的操作手法中，不难看
出，每个选手都充满着拼搏精神。院校学生组
的选手李增帅虽只是在读中职生，但已是专
业技能上的一把“好手”，他告诉我们，这次比
赛不仅是比拼技能、相互学习的舞台，更为尚
未踏入职场的在校选手开辟了拓展视野、增
长专业技能才干的窗口。
工业技术学校校长王立刚说：“很多企业

很重视此次大赛，许多院校学生组选手已被
盯上，成为重点招聘对象。”除了关注学生成
长与校企对接，作为大赛的承办单位，工业技
术学校还从比赛场地、设备、服务、后勤保障
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以良好的条件、
热情的服务与优质的保障赢得了参赛人员一
致好评，为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新民教育中心 言言

智思才辩助成长
见习实践塑责任

“尚法节”掀开华政附中法治办学“新篇章”

! ! ! !教室内，有条不紊地整理辩论素材的，正
是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辩论社的“实力担
当”小吕。在繁重的高三课业压力与自己喜爱
的辩论之间，小吕并没有顾此失彼，反而游刃
有余。辩论除了带来逻辑思维训练，还让他成
长许多。辩论社里，他还结识了一群“战友”，
彼此团结、克服困难，力争赢得每一场的比
赛。小吕告诉我们：“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成
长了很多，输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份
经历与成长，已是最大的收获。”
“热点思辨”是华政附中“明德尚法实验

室”的重要项目。校长傅松告诉我们：“早在
!"++年，学校就成立了辩论社，当时由华东
政法大学张国元教授参与指导。并于当年九
月与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格致思辨
社’结对共建。”
华政附中以辩论为特色，培育法治氛围，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每年三至五月，
校团委都会组织一场规模盛大的辩论赛，从
初赛到决赛，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得益于结

对的格致思辨社指导，学生从对辩论规则一
无所知，成长为在赛场上能言善辩的优秀辩
手。从一场场辩论中，学生们收获了成长与历
练。此外，学校还通过岗位见习的方式，让学
生对现实社会的认知逐渐清晰，采取诸如“见
习律师”、“见习税务官”、“见习检察官”等近
十种岗位见习项目，提升学生责任实践能力。
“第一次看到律师委托书，还大致知晓了

诉讼的流程。”刚进高中的小傅，通过“见习律
师”活动一窥了律师职业初貌。她坦言：学校
的实践活动，让她对于律师职业建立起了浓
厚的兴趣。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后，更对法律有
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敬畏。
作为学校一年一度的盛事，华政附中从

++月 $"日至 +!月 !+日开展以“弘扬宪法
精神、培育法治文化、推进依法治校”为主题
的“尚法节”活动。华政附中校长傅松说：“这
一系列特色活动，都是为了助力学生在智思
才辩中成长，在见习实践中塑造责任精神。”

新民教育中心 陈乐

! 经过数字化教材的模拟实验后!学生们在真实实验时!得心应手 平南小学 供图

! 学生们在"见习检察官#项目中!认真地听诉讼流程 华政附中 供图
! 开幕式上!校长王立刚代表竞赛指导委员会鼓励选手发扬拼搏精神 工业技术学校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