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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乐琼

“只要2滴洗涤污染液，监测装

置的pH指示针就超过7.8了，但要

恢复却需要17滴酸性液体中和。

可见污染简单，恢复难啊！”4月13

日，在杭州市上城区举办的中小学

创客教育论坛中，杭州市胜利实验

学校展示了一堂科学课。六年级

的学生们用创意自制的pH值监测

装置检测水体pH值，探秘污水治

理过程，展现了学校把创客理念融

入学科教学的实践成果。

创客教育是近年来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新名

词，也是我省深化课程改革、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途径。省教育

技术中心主任施建国说：“中小学

的创客教育就是对学生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可以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学科整合

式的学习，变革传统课堂，培养学

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

事实上，把创客融入学科教学

日益成为我省学校推进课程改革的

新抓手。如何将创客理念融入学科

教学？这给课堂教学带来哪些变

化，进而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中小学校。

倡导“造物”课堂“动”了
“过去学习立体图形，老师只

是简单地展示一下纸制立体模

型，如果学生空间想象能力不够，

就容易成为学习的‘绊脚石’。但

有了 3D 技术，学生可以自己建

模，打印这些模型，加深对立体图

形的理解。”在杭州市天长小学，

学生通过运用 3D 打印、Scratch

创意编程等数字化工具攻克类似

的教学难点已逐渐成为常态。校

长楼朝辉说，倡导“造物”来解决

教学中的“疑难杂症”，是学校将

创客理念和学科教学相结合的主

要方式，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培养

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和天长小学“造物”解决教学

难点不同，温州中学致力于学科知

识在创客项目中的应用。该校是

国内最早参与创客运动的学校之

一，较早地形成了“课程、空间和活

动”三位一体的创客教育实践模

式：通识课程培养学生运用数字化

工具的基本技能；创客空间为学生

“造物”提供平台；创客项目活动则

“跨界”整合学科知识，如“数学视

界下的3D打印”“基于数字传感器

的物理实验”“走进生活中的3S技

术”等。信息技术教师谢作如重点

向记者介绍了“小鸡孵化装置”这

一创意智造是如何整合运用了学

科知识。他说，首先小鸡孵化的温

度条件属于生物学科的范畴，其次

确保装置恒温需要结合物理“热传

递”知识，到了购买加热管阶段，学

生要会应用物理中的焦耳定律计

算出特定空间下加热管的功率，选

择合适规格。

施建国认为，创客教育不局限

于某一传统的学科分类，而是要根

据问题或者项目的需要进行跨学

科学习，与学科教学相融合，让学

科教师都能运用创客思维进行教

学。同时，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

扮演的角色，也要从改变知识的呈

现方式走向破解教学难点，要以学

生兴趣为导向，多方式融合，通过

技术搭建情景，让“课程装备化”。

寓教于乐 课堂“活”了
这学期，杭州市时代小学有了

一堂不一样的音乐课：一群不会乐

器的孩子动手用“酷乐宅”电路板

制作了水果编钟、乐高吉他、扬琴

等各种乐器，利用Scratch软件编

程，合作演绎《彩云追月》。音乐教

师郑李旭说：“节拍、音准对孩子来

说比较抽象，我们就创设问题情

境，让他们取材于身边常见的小玩

意自制乐器，用五声音阶创编旋

律，在玩中达成了学习。”为这个课

堂提供技术支撑的信息技术教师

陶道利告诉记者，信息技术手段介

入音乐课后，课题不再是填鸭式、

说教式的学习，学生们体验到了

“造物”的乐趣，课堂气氛自然就

“活”了起来。

在嘉兴市实验小学，也正因为

有将学科知识应用到小发明、小创

造、小制作等传统的“三小”实践

中，学生的课堂学习与之前大不相

同。“比如，原先讲电路知识只是局

限于理论运算，而现在在课上要求

学生将电路知识运用到发光盒子

的制作中，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劳动成就感。只有让孩

子自己动手后，才能在日后解决短

路、断路等电路问题。”学校负责创

客的教师吴建伟提到，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离不开教师在多元化、多

学科的学习情境中积极帮助学生

解决学习困难，有效引导学生培养

科学思维和探讨问题的能力。

谈到创客教育给课堂教学带

来的新变化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章苏静说，相对于传统的课堂学

习，创客教育实际上是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融合多学科知识，激发学

生“动手、分享、解决问题”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教师要认识到“技术，

甚至是知识都会过时，创客融入课

堂教学的关键是在‘知、行、创’的

过程中，积极创设情境、寓教于乐，

让孩子学会‘思中学’‘玩中学’‘合

作中学’，真正实现‘授之以渔’”。

“创客教育为学生学习创设了

新环境，逐步开启了互联、智能、感

知、泛在这样一种新型的教学形

态，发现学生兴趣点、挖掘学生潜

力点，提升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施建国表示，我省中

小学创客教育已经步入融合阶段，

而创客教育要求满足学生个性化

发展的需求，单靠学校和教师一方

的努力远远不够，还要汇集社会力

量和优质资源，要将目前的教育资

源公共平台升级为智慧学习广场，

在机制上要从注重自身建设走向

社会联合。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娜 包婷婷 黄央央）4月14日，温州市

籀园小学举行了“重走长征路，毅行一万米”活动。该校三年级350

名学生在由各种道具组成的模拟场地上，进行了10公里的行走，

并完成各项任务，体验红军长征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

学生们当天身着迷彩服，肩背军用水壶，以6人为一小组开

展了“飞夺泸定桥”“横跨绿草地”“穿越沼泽地”“踏平荆棘丛”“直

捣粮草营”等长征模拟体验。

近年来，籀园小学不仅重视学生学业素养的培养，更重视学

生身体素养和精神素养的培养。校长金子翔说，“重走长征路，毅

行一万米”是学校“六年六行”生命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后学校将继续搭建平台，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会生存、学会生

活、懂得人生。

重走“长征路”毅行一万米

本报讯（记者 叶青云）
身无分文如何度过一天？近

日，衢州第一中学组织开展了

首届生存挑战大赛，为该校

2017年的生涯规划月活动拉

开了帷幕。

据了解，大赛要求相当严

格：参与挑战者在衢州城区范

围内生活一天，而且必须通过

团队合作赚钱的形式给组内

成员买午饭和晚饭；不能携带

除水以外的任何食物；不能使

用钱或卡或电子钱包等有货

币功能的买卖工具；不能利用

各种亲朋好友的关系获得帮

助；不能使用非团队赚取的钱

买食物。

有近200名高一学生分成

16支队伍参赛。一整天，学生

们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靠劳

动谋生：举广告牌、发传单、卖

菜、画漫画……

接下来，学校将举行成果

汇报会，每支队伍要把自己的

活动情况做成PPT或VCR，

并写成文字报告，利用5～8

分钟的时间进行成果展示。

学校将组织评委从创意、成

果、感悟三个角度进行打分，

评选出优秀团队进行表彰。

□本报通讯员 边玉臣 王 洁

最近，嵊州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崭新的书本

和文具。给他们带去礼物的，不是企业

家，也不是公益组织，而是一群来自杭州

第二中学的学生。

对于十六七岁的高中生来说，这些

书本、文具的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钱

从哪里来？他们想到了时下新潮的方

式——众筹。“选众筹，是因为它可以放

在网络平台上，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

这些留守儿童。”杭二中关爱留守儿童志

愿者服务小队的队长、学生应悦说。

在杭二中校长叶翠微看来，学生走

进偏远山区，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关

注弱势群体的做法值得敬佩。“学生的学

习要面对书本，但更要面向社会现实。

对高中生来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基于人

性的视角给社会传递正能量，比当‘状元’

更有意义。”

除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在优秀生云

集的杭二中校园里，还有很多拥有家国

情怀的学生，他们通过自己的审视，聚焦

隐藏在社会角落中的盲点，积极献计献

策并付诸行动。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正值青春年少

的学生，却开始关注临终关怀这个离他

们有些“遥远”的话题。参与其中的学生

傅荣美道出原委：“之前看报纸，要在杭

州某小区边上设一个临终关怀院，居民

集体抗议把关怀院驱逐了。所以，我们

试着做这个社会课题。”

学生首先组织了一次面向700人的

调研，调查数据表明有约70%的受调查

者不了解或没听说过临终关怀的内容和

相关机构。傅荣美说，临终关怀期的病

人最需要心灵慰藉，但现在有临终关怀

观念的人太少，而这方面的医疗资源也

不足。为此，在调研的基础上，志愿服务

队的队员们就此话题在多个场合进行了

宣讲，他们的行动也已经开始影响周围

的人。

前段时间，杭二中滨江校区举办了

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参与演出的除了该

校学生外，还有一群盲人学生。音乐会

一落幕，现场掌声雷动。“音乐会只是个

开始，接下来我们还会跟盲人学校有更

多互动，如读书分享、心灵交流等。我们

想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帮他们更好地

融入社会。”活动发起人、学生潜进说。

之前，潜进和同学们走访了浙江省

盲人学校后发现，虽然盲人学生在校园

中依然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跟外界还

是有隔阂。“让盲人学生融入社会，这是

个重要的课题。”在学生们的牵线搭桥

下，杭二中和省盲校结成对子，双方会定

期举办交流活动，方便更多盲人学生走

进社会和正常人交朋友。杭二中学生还

打算拍一部关于盲人学生的纪录片，让

更多人了解盲人学生的日常。

全国两会期间，杭二中学生用独特

的视角关注社会热点的行动也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在参与模拟政协活动和

提案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学生对

于“医疗急救知识”掌握不够，在急救普

及方面学校也没有足够的师资和器材。

为此，经过充分的调查，学生们提出了解

决建议：由教育部拟定明确的教学大纲，

各地市在中学设立急救普及课程，将急

救知识培训列入必修内容。地方教育系

统、卫生系统和医院对接，由校医完成基

础性教育，对口医院负责教授专业度较

强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要求较高的医

学救助手段，并且学校与对口医院联合

开展实践能力考查，建立反馈机制。

我与校长有约
“今天我要和校长共进晚餐，现在得好好准备

一下话题了。”为倾听学生心声，本学期江山市凤林

初中推出“桌边谈话，我与校长有约”活动。学生可

以通过校长信箱向校长发出就餐邀请函，届时由校

长买好晚餐，同坐一桌交流。 （陆世广 严燚君）

“知心姐姐”情暖留守儿童
最近，常山县青石镇中心小学的女教师们当起

了“知心姐姐”，用心温暖留守儿童。她们成立了

“知心姐姐”工作室，每月定期为留守儿童集体庆祝

生日；开设了“知心姐姐信箱”，倾听留守儿童的心

声；开辟了“留言板”，选登留守儿童对父母诉说的

心里话。教师们还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及时

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官余福）

创意家庭作业欢乐多
近日，东阳市新东小学教师给学生们布置了创

意家庭作业——寻找春天。学生们把桃花、梨花等

编织成花环、手链，还用花朵装扮教室。该校一直

以来注重学生家庭作业的创意设计，不仅有设计手

抄报等创意美术类作业，还有小品创作、木偶剧表

演等综合实践类作业。 （吕婧仪）

文明礼仪成为必修课
舟山南海实验初中的学生每周都要上一节文明

礼仪必修课。据了解，该校从2011年起就开设了文

明礼仪校本课程。他们开发了校本教材《健康阳光

知书达礼》，对“校园基本礼仪”“家庭基本礼仪”“社

交基本礼仪”和“融入社会，承担责任”等知识进行了

介绍。围绕“文明礼仪”主题，近年来学校还开设了

汉服礼仪溯源和中华传统习俗等课程。 （陈 燕）

当创客融入学科教育

一群高中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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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第九届数学
节中的“百变魔立方”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学生们
通过剪、拼、贴等方式，把数学故事、数学趣题等粘贴
到立方体中，感受数学魅力。

（本报通讯员 陈 波 摄）

实话 实说.

□李晓鹏

一般来说，校园欺凌事件是发生在中小

学校园之内的、同学之间的，以一方对另一方

的欺负和凌辱为特征的行为。校园欺凌事

件，当事的双方都属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

特征是很难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往往突破社

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以一种特别难以令人接

受的方式呈现出来。

中小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弱，发生被欺凌

事件之后，往往不懂得找家长、教师求助；而

施暴者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罚，反而会享受

施暴的快感，甚至把施暴当成一件愉悦的事

情。一旦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形成了校园欺

凌的互动关系，必然会带来长期性的施暴与

受害的关系。受害者的隐忍与懦弱，会让施

暴者一次得逞之后，次次得逞，有事没事，都

会故意找事。

所以，防治校园欺凌事件，要从一开始就

主动介入。教师需要做的，一是帮助学生建立

起良好的同学关系，二是学会甄别哪些事件属

于过分的玩笑，哪些带有欺凌性质。在处理后

者时，特别需要考量的是，施暴者也是未成年

人，教师的处理方式，对他的进一步行为有着

直接的影响。实施校园欺凌的行为，是被制止

在摇篮中还是变本加厉，考验的是教师的处理

水平。最理想的状态是，施暴者的行为得到妥

善阻止并使其接受教育。所以，我个人比较欣

赏中关村二小校方对所谓“霸凌事件”的处理，

他从教育者而不是法官的立场出发，对在玩闹

中吃亏的一方家长的过分要求坚决说不，很好

地保护了双方小孩的利益，没有简单给惹事一

方的小孩贴上标签。这才是一个教育者应该

有的姿态，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受教育的对象。

孩子是成人世界的镜子，校园欺凌事件从源头上讲，

与家庭背景有很深的关系。从目前披露的校园欺凌事件

来看，其一般都发生在校园里相对较为弱势的群体之间，

发生的校园也都是管理比较松散的农村和乡镇学校。施

暴者和受害者，留守儿童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大多远离父

母，缺少亲人的关爱，所以导致严重的行为偏差。

从施暴者来讲，父母都不在身边，往往跟着爷爷奶奶

或者其他长辈生活，他们最多只能照顾到日常的生活起

居，无法从精神层面对孩子进行教育。一般情况下，每年

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较短，父母本身文化程度也不高，教育

子女时难免急躁，动辄打骂。总之，他们生活在一个缺爱

的环境里，只知道用暴力解决问题，当他们获得欺负别人

的机会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而不会像正常孩子一样害怕

和担忧。所以实际上，校园欺凌中施暴者一方的行为，映

照的是一个缺爱的家庭环境。

这种缺爱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极大的问题。数据表明，留

守儿童已经占未成年人犯罪70%的比例。在未成年人的成长

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缺一不可。但是在留守儿童的家

庭里，家庭教育这一环实际是缺失的。据教育部的统计，除

1260万随迁子女外，我国还有2200万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或

外公外婆照料。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下，乡村小学的教师实际上

承担了部分留守儿童父母的职能。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寄宿

制学校的投入，优选有爱心的乡村教师到乡镇小学任教，这可

能是解决留守儿童缺爱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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