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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石天星

11月5日，黄岩中学支教教师陈俊

杰为拉萨那曲高级中学高二学生讲解化

学反应速度的概念。“西藏草原上的牛

奶，需要用雪水降温才能保鲜，原因是降

温后，分子微观运动也随之减慢，速度就

降低了。”陈俊杰说，用学生身边的生活

例子打比方，能帮助西藏学生更好地理

解概念。

陈俊杰是位 90 后的青年教师，

2016年8月随首批浙江省“组团式”教

育人才援藏团来到那曲高级中学支教。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平均海拔陡升

至4500米以上，陈俊杰和援藏团的许多

教师一样领教了高原反应的厉害：由于

缺氧，晚上总是睡不着，挨到次日凌晨三

四点才睡着是常态。

西藏海拔高、温度低，化学反应速度

慢，在陈俊杰到来之前，那曲高级中学的

化学课上几乎不做实验，但陈俊杰把这

带进了课堂。在讲授铝热反应的实验

时，他把铝和三氧化二碳放在一起，生成

了三氧化二铝和铁，喷射出的红色铁水，

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化学反应的奇妙。

他进而告诉学生，这就是物质的燃烧发

光反应，也是制作烟花的原理。他还指

导学生进行焰色反应的实验，让他们观

察不同的金属元素在火上燃烧时，会呈

现不同的颜色。有了亲身体验后，学生

们很快就记住了化学知识。

为了激发课堂的活力，陈俊杰授课经

常会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比如讲到三

氧化二铁时，他先用PPT呈现出布达拉宫

全景，问学生：“布达拉宫的墙体主要由哪

几种颜色组成？”学生们告诉他：“红色、黑

色和白色。”“那你们知道这几种颜色主要

是由哪几种化学物质构成的吗？”见学生都

答不上来，他一边写出化学方程式，一边解

答：“红是铁红，是三氧化二铁；黑是碳单

质，从蜡烛中提取出来的；白是牛奶加石

灰，石灰里有碳酸钙……”

初到西藏时，他执教的班级成绩有

过一阵下滑，这让他倍感压力。“我觉得

主要是教学上的水土不服造成的，我的

频道和学生的接收频道不匹配。”后来，

陈俊杰缩减了每堂课的容量，每节课只

讲一两个问题，但过程讲得尽量详细，经

过一段时间“调频”，班上学生的成绩稳

步提升。

陈俊杰还经常去学生寝室找他们谈

天说地。学校有节日庆祝活动时，总有

学生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说：“老师，我

们去跳锅庄舞吧！我们教你！”如今，陈

俊杰又在协助总务主任开展书香园林式

校园建设，他建议要利用校园的景物、墙

壁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比如，在石头上

刻上“不忘初心，立志雪域”的校训，在音

乐、美术教室的墙壁上，挂上名人的励志

故事等。

本报讯（记者 张 莺）三个敞开式

绿茵场、种植了上千种植物的“百草园”、

以“互联网+泛读”为技术支持的阅读书

屋、多个专用课程教室……出人意料的

是，一所拥有如此丰富育人资源的学校，

占地面积却不足16亩。

日前，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湖畔

校区举行启用仪式，开放展示学校在空

间运用上的特色。该校校长滕梅芳表

示，办一所真正贴近孩子需求的学校，

空间不必很大，但可以在课程建设、环

境创设上“做大”，为孩子提供丰富的校

园生活。

校区没有围墙、没有校门，节省出来

的空间成了开放式的可供师生畅聊的

“心灵花园”、一大片绿地和一个茶文化

课程的专用教室。新世纪学校这些年致

力于建设“小外交官”课程体系，其中，自

由发展、进德明理和双语交往是课程目

标中的三个维度。而拆除围墙，在滕梅

芳看来，是让每一个孩子获取自由发展

的第一步。这样，学校对孩子来说，不再

像挡住外面世界的一堵墙，他们能拥有

更轻松的心态在校园学习和生活。

在校园内部空间的设计细节上，学

校也注入了自由、开放和童趣的因子。

两年前，当新校区还是一张设计图纸时，

学校就邀请孩子提出自己的想法。有孩

子说，报告厅不要“太严肃”，提议改得梦

幻点，于是新的报告厅被设计成层层叠

加的水波纹造型。学校二楼的餐厅名叫

“云朵美食汇”，天花板上是一朵朵白云，

凳子是蛋壳形的，这些都是孩子的创意。

目前，学校开发有百余门课程，学生

根据特长形成了50余个学生社团，因

此，新校区启用后，学校的每个场馆、每

个角落、每块墙壁，都成为孩子们展现自

我和课程学习成果的平台。比如：对植

物感兴趣的孩子，可以在“百草园”上千

株植物中认养一至两样开展研究性学

习；乐高社团的孩子，认领了全校班牌卡

通形象的制作任务；音乐、美术、科技等

多个专用教室的环境布置任务，也被学

校的戏剧社团、文创社团、创客社团的孩

子们认领。

□施建国

巴学园是孩子们的

天堂：不用被教导“规规

矩 矩 地 走 路 、在 电 车 上

要安静”，可以自由选择

学 习 时 间 和 学 习 内 容 ，

可 以 每 天 享 受“ 山 的 味

道和海的味道”，处处充

满 快 乐 。 一 般 人 眼 里

“怪怪”的小豆豆，退学

后 来 到 巴 学 园 ，度 过 了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一本《窗边的小豆豆》，

让很多的大小朋友为之

向往。

在当下的教育现实

中 ，如 何 实 现 巴 学 园 之

教 育 梦 ，让 这 一 远 离 了

我们许久的世外桃源重

新 可 触 可 及 ？ 技 术 ，就

成了那个撬动的支点。

技术能够丰富教育

供给。电子教材、网络课

程等，改变了课程的传统

形态，实现了校内外课程

资 源 的 联 合 。 学 校 、教

师、家长、社区、企事业单

位等，都成为课程资源的

提供者。依托网络学习

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还能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精

准 推 送 ，服 务 学 生 个 性

化学习。

技术重构了课程的

实施模式。信息技术能

让课程实施变得情境化

且更具探究性，促进国家

教材校本化、校本教材特色化，实现了规

约学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和学习情

境，引导学生完整地经历了解与认识、理

解与探究、操作与体验、反思与感悟的全

过程。如 3D 打印技术能够化复杂为简

单、变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分

子结构、生物器官剖面、数学中的空间关

系、地理地貌结构等，提高认知效率。以

技术为支撑的学科教室、创新实验室等

新样态的教室，更是以丰富的学习环境、

学习资源和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

式，带动了课程改革和创新。

技术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传感器技术、交互

式电子白板、移动终端技术、语音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等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创

设教学情境、增强师生交互、拓展知识呈

现方式，从而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

为导向、以选择为趋势的互联网时代的

教育。

就像电的发明，带给人类的不仅仅

是光亮，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信

息技术的应用，带给教育的也不仅是工

具的多样化，更是教学、课程、管理、评

价等全方位的变革。

信息技术，正逐渐地构建起全新的

教育生态。学校，破除了围墙；教室，不

再是桌椅的整齐划一；课程，呈现多种

形态，实现“私人定制”……而所有这一

切，最终指向的，都是学生学习的自主、

个性和快乐。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以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如历史上我们

曾经历过的一样，基于大数据、移动互联

等新技术的信息革命，带给教育的，不仅

仅是工具和媒介，更是一种发展的形态。

用技术播下一颗教育的种子，收获

的，将是孩子们健全的心灵。这，就是我

们期待的“巴学园”。

用
技
术
打
造
孩
子
们
的
﹃
巴
学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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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藏支教，体验不一样的青春

新
世
纪
新
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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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变
乐
园

本报讯（通讯员 江 圣）11月7

日晚上8:20，和往常一样，常山县新

昌乡中心小学的住校生们躺在被窝

里，静静地守候着“睡前故事会”的到

来。不久，墙壁上的小音箱传出一阵

舒缓的音乐，一个轻柔的声音随后传

来：“同学们，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代

理家长江蓓，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

故事是《智收猪八戒》……”

新昌小学位于浙西偏远山区，

该校70%左右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是一所典型的寄宿制学校。这些远

离家人的学生由于长期缺少父母关

爱，住校期间经常情绪低落。为此，

学校在这学期为每个寝室安装了音

箱，同时成立了由教师们组成的“代

理家长故事团”。代理家长在每晚

熄灯前利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给

学生们播讲一个故事，用《西游记》

《水浒传》等经典名著陪伴孩子，一

夜好梦。

实话 实说.

浦江县龙峰国际学校近日举行数学月活动。图
为学生在参加趣味五子棋比赛。

（本报通讯员 葛灵光 摄）

睡前一故事，给寄宿留守学生一个好梦

□本报记者 曹可可

2013年，浙江省被教育部确定为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31个试

点单位之一。浙江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改革自此开启。如今，4年过去

了，评价改革在哪些方面获得了突

破？未来的评价改革又将走向何方？

2017 年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培训会议日前在嘉兴举办，

与会者试图从4年改革的盘点和总结

中，给出答案。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综合评价

改革的基点，这要求评价的着眼点从

学习成绩转移到学习动机等更广的领

域上来。基于此，在2013年8月，我省

制定下发了《浙江省中小学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实施方案》，构建出包含“学

生学习状况”“学生综合素质”“学生成

长环境”3个方面、12项指标的评价体

系。“这些指标不仅关注学业成绩，更

加关注取得学业成绩的过程与方法，

也关注学习动机、学习方式、作业情

况、睡眠质量等各个方面。”省教育厅

教研室主任任学宝介绍，4年来，指标

体系也在不断细化，从2013年的36个

增加到2016年的97个，成为指导我省

中小学多元评价的指向标。

在此基础上，各地区也陆续探索

出独特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多年的

评价改革实践经验，杭州市西湖区发

展出“1+N”学生评价体系，即在该区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又构建出包含德育评价体系、

学业评价体系、体质健康和艺术素养

评价体系等在内的学生综合评价体

系，每个体系都设置了更为详细的标

准，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区内学

校也依据校情、学情，对某些指标进行

深入研究和具化，形成了“百分百星评

价”“儿童生活力评价”等独具校本特

色的评价操作体系。

随着改革的深入，评价研究的着

力点也从整体构建深化到具体学科。

比如：嘉兴市对市内中小学的科学课

堂教学评价、学科学期考查评价等进

行研究，根据不同学科的本质特征和

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开发出相应的评

价工具量表；杭州市西湖区构建出了

“3+X”学科关键能力专项监测模式，

其中“X”即是根据不同学科特质开展

的、基于学科关键能力的项目制监测，

例如科学学科的动手实践能力监测、

信息技术学科的电脑设计与制作能力

监测、语文学科的小学课外阅读水平

专项检测等。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

据成为综合评价改革的助推器。慈溪

市搭建的教育大数据平台打通了小学

至高中全学段，评价内容在小升初、

初升高时都将作为升学依据。以教

师对学生的日常评价为例，得益于已

经制定好的评级，教师仅需将少数待

修正的数据更改选择即可。“与原有

的方式相比，现在的日常评价不是加

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而是帮助他们

提高工作效率，教师们都能坚持做到

每日评价。而与期末突击式评价相

比，这种日常评价数据显然更具真实

性。”慈溪市教育局教研员马建军介

绍。另外，采集到的数据不仅作为学

生升学时的参考，也成为推进个性化

教育的基石：杭州市采荷中学搭建的

学科分析平台，能够结合学生近期的

学习数据，定期向学生和家长推送个

人学情报告，涵盖“粗心程度”等详细

内容，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制定

发展策略；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根

据数据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类型，并采

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比如学科成

绩中，综合分析边缘生的成绩，积极

发现其优势学科与学习习惯，学科教

师会特意对其多加鼓励，帮助其树立

学习信心。

会议透露，表现性评价将是改革

的重点关注对象。美国斯坦福大学评

价、学习和公平中心（SCALE）大中国

区代表、威斯康辛大学终身教授梁国

立介绍，所谓的“表现性评价”，是在20

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兴起的，教师让学

生在真实或模拟的生活环境中，运用

先前获得的知识解决某个新问题或创

造某种东西，以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

的掌握程度，以及实践、问题解决、交

流合作和批判性思考等多种复杂能力

的发展状况。我省小学低年级的非纸

笔测试就是典型的一种。“表现性评价

不只是一种评价工具，它同时是一类

学习活动。未来，我们将通过研究与

推广表现性评价，进一步推进教与学

方式的转变。”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张丰说。

“评价不能只是管理的手段，它更

重要的是成为促进学习的方法。改进

评价应着眼于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真

实地学、教师科学地教。通过本次研

讨，我们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评价探索深

入到学科实际，评价研究切入在学习机

制，评价改革呼唤以校为本的实践，评

价制度期待以生为本的精神。”张丰最

后总结。

评价改革走过4年 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

视点第

11月7日，长兴县第四小学组织开展弘扬“红船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图为教师用自己动手拼装的模型
给学生讲解“红船精神”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我传承我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