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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徐冬梅

这些天，穿着黑白相间校服

的蔡崟，穿梭在校园中，感觉自己

就在“春天里”。

和不少现在的中学生一样，

长兴中学高二（1）班学生蔡崟思

想成熟、行事独立且有自己的看

法。比如，她对并不热门的历史

学科非常感兴趣，不仅选修了这

门课，还参加了浙北首个中学生

考古与文博社团。

在体验考古发掘、勘探乐趣

的同时，她和社团里的社员们一

起利用3D打印技术“复原”长兴

文物，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湖文明。

一群爱历史的中学生
浙北首个中学生考古文博社团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们脚下

的土地，会是怎样的色彩斑斓？”

18岁的蔡崟经常做这样的梦。

“尽管时光飞逝，但总有一

些文化留存了下来，或者痕迹

被镌刻了下来。”课桌前，蔡崟

双手撑着腮帮子，谈起了自己的

爱好——考古。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

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

大临就曾著《考古图》一书。但当

时所谓的“考古”，仅限于对一些

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

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

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我们所说的考古，则

是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

研究古代事物。”蔡崟觉得自己非

常幸运，“正好学校有一群和我一

样喜欢考古的同学，我们经常聚

在一起交流、讨论”。

看到学生对历史很感兴趣，长

兴中学校长钦国强很欣慰。作为

一名历史教师，他不仅和学生分享

了自己对历史的热爱，还成立了浙

北首个中学生考古文博社团。

走进考古工地 体验发掘勘探乐趣
“考古是不断寻求谜底，追求

历史真相的过程。”去年年底，社

团成立，钦国强表达了自己的期

待，希望社员们珍惜这样的经历，

把爱好做成有意思、有意义的事

情，并在此过程中收获成长。

29岁的陈辉，是一名历史教

师，也是考古文博社的指导教

师。通过社团活动，不断开展考

古探索，是他这半年时间里不断

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社团要鼓励高中

生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传承太湖

文明。“所以，我将社团活动分为

‘考古文博常识’‘长兴历史文化’

及‘3D建模技术’三大类，基于学

校和长兴本土历史文化开展交

流。”他说。

文献考古交流，是社团主要

开展的活动。“我们经常对一些古

文献进行分析、交流，然后写成报

告，用于总结。”作为考古与文博

社的社长，蔡崟还希望和社员们

一起参与实地的考古调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在节日到来之前，长兴县博

物馆组织考古文博社的社员，赴

太湖“龙之梦”考古工地参加体

验活动。

大大小小十几个探方呈现

在这些第一次走进考古工地的高

中生面前时，社员们感到了震

撼。“以前我对考古的认识都是从

纪录片里看到的，今天看到真实

的考古工地还是特别震撼的。刚

才孟老师指着探方里一处大一点

的坑洞说，那是一所汉代的穴式

房子，我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

现场聆听省考古所研究员孟国平

对于考古知识的讲解，蔡崟和社

员们一起体验考古发掘、勘探的

乐趣。

应用现代科技 传承太湖文明
“带高中生参加这样的考古

体验，在长兴还是第一次，今后还

会继续合作。”长兴县博物馆副馆

长周凤平，曾是长兴实验中学的

教师，所以深深地理解这群学生

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

同样感触颇深的，还有陈辉。

“当今社会，文博保护的关注力度

越来越弱。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保护、传承太湖文明。”

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社

团活动，长兴中学聘请了优秀的

专业指导教师，并为社员们开设

系统的培训课程。

社团课程分为常规课程和互

动课程。常规课程主要是进行

3D建模、考古文博常识、长兴乡

土文化等内容的学习；互动课程

指实时远程参与北大、复旦等高

校考古文博学院的相关课程。

为了积极响应湖州市“南太

湖计划”培养创新人才，在中科

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等研究

机构的指导下，长兴中学于去年

12 月建成了 3D 打印创新实验

室。学校还邀请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为社团授第

一课，邀请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

艺术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庆华担

任社团指导教师。

“通过社团学习和活动，鼓

励、指导学生开展以3D打印与考

古为主题的课题研究，撰写相关

学术论文。”在考古与文博创新实

验室，陈辉这样介绍。

10台高性能3D打印机、1台

3D扫描仪、5套雕刻工具组、中国

立体地形模型、世界语音立体地

形图等多项设备，如今成了社员

们最亲密的“小伙伴”。在长兴中

学教师周建东的指导下，社员已

经应用3D打印技术，成功打制了

光阳桥（浙江省省级文保单位）、

兴隆桥、锁界桥、震泽桥等太湖古

桥系列作品。

利用3D打印技术“复原”这

些文物，蔡崟和她的同学们迈出

实质性的步伐。“相信不久的将

来，通过科学技术，越来越多的人

会关注和保护我们身边的历史文

物，传承太湖文明。”蔡崟抚摸着

光阳桥的模型，眼神异常坚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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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文/摄

“看看，猫是怎么变成猪的？

再看看，猫和兔子的区别在哪

里？怎么改变，能变出动物的角

来？用组合百变的方式，你去变

一变，看看能变出什么来？”

……

这是一节几乎全是疑问句的

课。学生们折呀，画呀，变出一个

个惟妙惟肖的牛、大象、狐狸、长

颈鹿……戴上自己变出的动物头

饰，教师变成了狮子，学生们则变

成了各种小动物。动物大会要开

始啦……

5月25日至26日，宁波市实

验小学校长联谊会和浙江省美

术名师名校长联盟联合主办的

“中国创课”小学美术跨界拓展

课程展示活动在宁波艺术实验

学校举行。

创课，是个什么“鬼”？“‘中国

创课’主张将一种新的教学想法

化为教学现实，即‘创课=新的想

法+做法’。”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

美术教研员、省美术特级教师骆

建钧认为，创课是倡导让学生在

玩中学习、乐中探究、研中创造，

从而对学习产生无限渴望和乐趣

的课堂。

什么样的课堂能培养创造力
你会折什么？

会折几十种不同款式战斗机

的张俊宇和会“十变烟花”的王子

俊遇上了会折100多种恐龙的教

师余应勇。他说，他折出的8米

长、3米高的巨型恐龙还在宁波书

城展览过，有照片为证。

这样“牛掰”的教师，还在课

堂上不停地问：“我们来发现一

下，谁跟我的变法不一样？”

太刺激人了，对不对？

“牛掰”的学生们很淡定。学

生们丰富的想象力，让他们变出

了“愤怒的小鸟”“丑丑的热带

鱼”……

这还不算，学生们还成了临

场编剧本、演剧本的动物明星。

“狮子大王年纪大了，他要禅

让王位，什么动物能成为下一任

动物王国的国王呢？请说说你被

选上的话最想干什么。”戴着狮子

头饰的“老国王”余应勇开始召唤

接班人。

“老虎”上场了，神气十足地

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要吃

生肉！”

“猫咪”上场了，“从现在开

始，你们每天都吃老鼠！”

“小猪”上场了，“你们都要像

我一样，每天在泥地里打滚！”

……

“小狗”上场了，“从现在开

始，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过

日子！”

谁能成为动物王国的国

王？“小动物”们说，我们选了“尊

重”当国王。这么开心的事情，

当然要来一次狂欢。戴着自制

的动物折纸头饰、动物画风的纸

斗篷，“小动物”们开始了全场时

装秀。所到之处，闪光灯、欢呼

声不断。

唯一煞风景的是，“狮子”总

会见缝插针地问：“你好，你这个

头饰是怎么做的？”

从生发式创课到“中国创课”
余应勇是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一名美术教师。他有一项中国传

统的折纸手艺，能让一张纸百变

成各种有趣的形象，一下子就吸

引了众多学生粉丝跟他学折纸。

在他的“百变折纸”拓展性课程

中，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想象，自然

生发出各种形象，在快乐创意中

轻松学会折纸的基本技能。

“这就是自然生发的创课。”

骆建钧曾经带领研究团队对宁

波市最受学生欢迎、最能培养出

有创造力学生的几位美术教师

的课堂进行了教学观察，发现了

一个有趣的、共同的现象：他们

的课都轻松愉快，往往能从一个

点入手，自然生发出自己独特的

创造性课程、教材、教法和绿色

的课堂氛围，使大批学生的创意

自然地生长。

“在时代呼唤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

化交融的大设计时代的

背景下，有创造力的课

堂，整合、融合的课堂，

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方

向和推进动力。”骆建

钧认为，如此才是具有

中国味的“中国创课”。

于是，余应勇的课堂，学生们

可以从亲手用中国古法造纸，到

进行国内外各种纸工艺的创作；

从参与创意纸浆、缤纷染纸、纸型

纸塑等10余种“纸为媒”的创意

工坊活动，到美术的纸工装饰、语

文的课本剧、音乐的律动等元素

的“联欢”……

“我们的镜头会说话，我们捕

获的光线会跳舞。”令宁波市鄞州

区华泰小学的学生们自豪的不仅

于此，因为热爱微电影创作，该校

已有16个较成熟的学生作品发

布在腾讯视频平台上，其中学生

蒋其臻的作品《年味》短短一周内

就获6000多次点击量；学生郭嘉

铭等拍摄的《绿色奇迹》更是被中

央电视台关注，这群孩子也因此

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我们的微电影创课，统整了

文学、表演、美术、音乐、信息、摄

影等诸多学科。”指导教师孙行旭

介绍，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们需自

编、自导、自画（脚本）、自演、自

制，还需自媒体发布作品，“一切

从现代社会需求出发锻炼学生们

的能力”。在华泰小学的创微电

影学习空间中，教师们会鼓励学

生将学习生活中、实践课堂中的

花絮碎片拼接成妙趣横生的微电

影。“你看，春游实践微电影中，孩

子们运用了遮罩技术。”该校校长

许颖自豪地说。

美术教育宁波军团的跨界探索
“对美术教师来说，无论在哪

一天，无论你身处城区或者乡下

的哪间教室，只要你有一个好想

法，并即刻行动起来，这就是创

课。”省美术特级教师周信达这样

表达着自己对创课的看法。在他

看来，美术的课程内容可以包括

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书法、篆

刻、设计、新媒体和摄影等，更可

涉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科学、

音乐等学科。“深化课改的浪潮中，

我们的美术课渐渐探索着融人文

性、视觉性、实践性和愉悦性为一

体，这为创课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和资源的保障。”

省特级教师、宁波市鄞州区

美术教研员陶育义策划的全新美

玩体验概念创课，让观摩者有了

不一样的体验。这是艺术、游戏

与想象融合的课堂模式。“课程以

学生美术游戏为载体，承载美术

学科本位性的知识、技能与审美

要素，从而更好地激发孩子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真正享受艺术的

乐趣和童年的快乐。”在这样的课

堂中，学生们可以在看完《魔幻非

洲之旅》的视频后，画自己喜欢的

动物，给它们编一个自己满意的

故事。“孩子们可以讲故事、画故

事，还可以玩魔幻非洲的游戏。”

陶育义介绍。

“‘中国创课’，我们要不断进

行新的尝试。”浙江外国语学院美

术·文化创意研究所所长洪复旦

认为，只有将创课落实每一位教

师心中，落实到每一节课堂，才能

点燃每一位学生的心灯。

创课，让课堂“变脸”
美术教育宁波军团的跨界探索

一所农村小学

的“棋艺人生”

□本报见习记者 叶羽舒

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国际跳棋亲子赛暨微电影首映式日

前在湘溪村委会礼堂拉开序幕。亲子赛活动现场中，母子、父

女等组合互相对弈，热情高涨。这是福光小学举办的第三届

亲子赛。与以往不同，今年该校还拍摄了一部师生自编自演

的微电影《逃出迷雾》，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该校的特色跳

棋教学。

营特色教学 创“国跳”课程
“老师问我们谁想学跳棋，我就叫起来：‘不用学，我

会！’小朋友都看着我，眼里有羡慕。可是等我看到老师出

示的跳棋，呆住了，这像巧克力糖的黑白棋子就是跳棋？在

老师的指导下，我知道了国际跳棋的规则，也产生了浓厚的

兴致。”福光小学学生程梓轩谈起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跳

棋时的情景。

校长胡敬清介绍，福光小学5年前引进国际跳棋，如今已

是跳棋满园，“我们全校师生人人都会下跳棋”。而对国际跳

棋特别有兴趣的学生则被集中起来，组成了两个国际跳棋社

团，每周五进行专门的培训。每次家长会上，总会预留一定的

时间让教师带领学生和家长一起接触和学习跳棋。

在跳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发现了一个困惑：没有一个完

整的教学系统和计划。胡敬清就开始带领着教师编写国际跳

棋校本课程。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不断地修改、讨论、整

合，《国际跳棋》教材最终编成。

胡敬清介绍，教材的内容包括一百格国际跳棋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战术，内容丰富，循序渐进。既可供初学者学习基础

的国际跳棋知识和国际跳棋的基本下法，培养兴趣，也可供有

基础的读者学习一些国际跳棋的战术，提高竞技能力。

感棋如人生 悟成长
学习国际跳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一开始的一无

所知到后来的熟能生巧，学生们对于“棋如人生”的感悟也在

不断加深。正如学校开设课程的初衷——寓教于乐，使学生

在下棋的过程中明白做人的道理。

“一副棋,就好比人的一生，需要勇气和信念。我们棋盘

上的每一颗棋子都是我们的机遇和筹码，一旦决定了它的去

处，我们就该意识到，这是不能后悔的。就像我们走在属于自

己的‘棋盘’上时，每一步，每一次思考，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

的选择。”在学校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跳棋征文比赛中，获得一

等奖的学生叶玲娜这样提到她对于跳棋的感悟。

她还谈起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在一次跳棋周的活动中，

她和一位同学切磋棋艺，由于自己心态没有摆正，刚开局稍占

上风的自己难免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而此时，对手迎来转机

给自己施加了压力，慌乱中的自己乱走了一颗棋子。没想到，

就这一步棋让自己进了对手的圈套。看着瞬间逆转的棋局，

她追悔莫及。

经过这次的失败，让她明白“棋如人生”，要谨慎地走好每

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选择都力求精准，全力以赴”。

多年来，学校通过开展争霸赛、等级赛、亲子赛、嘉年华

活动等，推进国际跳棋进课堂、创作跳棋文化长廊、创编跳

棋拓展性教材等一系列举措，逐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发展之路。

走进福光小学校园，精致典雅的跳棋文化墙、整齐划一的

跳棋石桌、阳光向上的跳棋宝贝……无所不在的跳棋元素处

处彰显着一所农村学校的儒雅气质。

3D打印“复原”长兴文物
这个中学生考古社团有点牛

（上接第1版）
2012年，“嘉兴市中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在嘉兴一

中落户。其目标是培养具有主动学习、自主发展、独立创新

精神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高素质的拔尖创新

人才。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班有基础类、拓展类和研究类逐

层递进的课程群，更有激人奋进的“荣誉课程”。“大学先修

课程、学科竞赛课程、研究室课程和创新实验室课程，完全

不受班级学习的限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去选择

适度的学习课程。”孙国虎介绍，“荣誉课程”形式灵活多样，

有40~90分钟不等的名家大师讲座、校友讲师团报告会、专

题实验课、校外考察等的长课型，也有俱乐部活动、学长交

流、展望科学前沿等20~40分钟的短课型。

2015年，嘉兴一中科技创新社成立。“在校外专业机构提

供资源和指导等的帮助下，创新社社员们利用周末等课余时

间开展活动。”指导教师潘路希介绍。

学校要引导学生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彰显责任与担当。

一个研究小组对教室内的空气甲醛污染问题有了兴

趣。学生们通过自制实验装置实验、专业甲醛仪测定及市

场通用甲醛自检盒实验三个途径进行定量研究。为进一步

提高人们对空气甲醛污染问题的认识，研究小组进行了问

卷调研，并将实验成果、合理建议等拍成微电影以推广并践

行环保意识。

针对目前超市里纸杯存在的问题，另一个研究小组对其

进行了包括实验检测、市场调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和

实践。“科研小组针对新国标的要求，利用物理、化学、技术等

知识，对其进行了多项测试，包括有害气体、有害物质及使用

强度的检测。”潘路希介绍，在实验检测的基础上，科研小组针

对消费者的误区专门编写了《纸杯选用小手册》，有侧重地在

消费者中进行宣传。

5月，在李易寒和他的小伙伴们眼中，如同金黄的秋天。

这个月，他们收获了3项国家专利授权，包括1项实用新型专

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这个名为“新型彩印单层组合微穿孔

板”的发明，是在组合穿孔板吸声理论的基础上，提高组合穿

孔板吸声效果的有效尝试。

“也许，学生们现在承担的是‘小’责任，但未来，这些创新

型人才将有‘大’担当。”孙国虎憧憬着。

在创课的课堂上，学生作品
可以变成艺术品，可以变成戏剧
表演的道具，更可以穿在身上进
行时装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