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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

成长之路

□潘志强

2022年暑假，高温红色预警不

断，我静坐在衢州第二中学校园里，

翻开丘成桐先生所赠自传《我的几何

人生》，感悟他“一生从未放弃追寻至

真至美”的数学人生。

几何人生，人生几何？一时间竟听

不见窗外蝉鸣，忘却了炎夏燥热……

我在衢州二中工作了40年，也曾

有幸见过不少学者名家，但都比不上

最近短短一周内，先后见到的丘成桐、

施一公这两位堪称“国宝”的大先生。

优秀科学家要有人文素养
今年7月底，清华大学求真书院

院长丘成桐先生，带领求真书院学子

赴衢州开展中国历史实践游学的消

息不胫而走。衢州二中数学组的教

师们一大早便相约去孔氏南宗家庙

“偶遇大神”。学生们得知后，也纷纷

带上珍藏已久的《我的几何人生》，希

望求得作者签名。

丘先生参观了孔庙，中午时分我

们与他共进午餐。

席间，丘先生认真倾听教师们介

绍孔洙让爵等南孔掌故，不时请大家

分享自己对孔子、对儒学的理解。

我问丘先生：“衢州二中每年都

有学生考入清华大学，但如何才能进

入求真书院？请先生赐教。”

丘先生听罢笑笑说：“欢迎衢州

二中学生来报考，可以仔细读读我们

的招生简章，我们不完全看分数。”

明年，衢州二中将迎来70周年校

庆，此次会面，我的一大心愿便是求

得丘先生墨宝，便赶紧向丘先生说明

缘由。

丘先生起先委婉地说自己的字

不好看，但当我说到“求真”也是衢州

二中的校训时，他若有所思地停下了

脚步……最后，他挥毫泼墨，为学校

写下了“求真”两个大字。

本想邀请丘先生参观校园，看看

那块“务实求真”校训石，无奈他来去

匆匆，未能光临。

如今捧读《我的几何人生》，想起

丘先生当日的谦和与儒雅，不禁感慨

良多。我非常认同丘先生的一个观

点：优秀的科学家需要人文训练，要

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

灵感，来将科学和数学完美化。

衢州二中正是这样做的。作为

一所科技创新型高中，建设“南孔儒

学、国际理解、绿色低碳”三大特色校

园文化，从爱护野生鹭鸟到植树绿

化，再到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美丽校

园的一草一木，都变成学生们触手可

及的教材。

我们始终注重学生的人文教育，

以培养学生博雅的气质、开阔的视

野、生态的理念、创新的精神和健康

的体魄为办学目标。

播下科学和创新的种子
作别丘成桐先生3天后，我又接

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的邀请，参加

西湖大学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同时

送衢州二中毛昇和徐嘉辰两名毕业

生前去报到。

施一公先生是世界一流的结构

生物学家。14年前，他辞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回到母校清华大

学；8年后，他又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

职务，成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不断变幻的身份背后是不变的

使命——做最顶尖的科研、培养最优

秀的人才。

我与施先生未曾谋面，但衢州二

中有两位校友，让我们有了一段缘分。

曾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赵

南明先生是衢州二中首届校友，也是

施一公就读清华大学时的老师。

清华大学博士、西湖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研究员吴建平，是衢州二中

2008届校友。

回望西湖大学之行，有三个场景

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场景是感人的入学交接仪

式。60名本科新生，由高中母校领导

亲手护送上台，引到施一公校长身

边。当我与毛昇、徐嘉辰这两个新生

与施一公握手时，我感受到这个仪式

想要表达的心手相连之意与郑重承

诺：这是我们共同的学生，西湖大学会

竭尽全力培养好他们，请母校放心。

第二个场景是民主的办学氛

围。主持开学典礼的副校长许田在

自我介绍时告诉新生，大家以后可以

称呼他为“田”，可以称呼施一公为

“施校长”“施老师”或者是“一公”。

邀请与会中学领导座谈时，我注

意到，有位教师来找施一公，只见他

径直走到施一公身边，拍拍其肩膀，

然后开始说事。施一公也很习惯于

这种状态，毫无校长架子。

第三个场景是目标长远的人才培

养。在座谈会上，施一公多次提及现

为西湖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衢州二中校

友吴建平。他告诉大家，吴建平去年

有项成果，被认为是全球生殖医学基

础研究20年来最大突破，有同行预

测他将来会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施一公呼吁与会的中学书记和

校长们，改变教育价值观，把目光放

长远一些，将培养顶尖创新人才、填

补人类科学空白作为一种育人导向。

这些场景中蕴含的教育理念引

发了我的共鸣。衢州二中的毕业典

礼上，有一个保留节目，即校长亲自

为每个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逐一与

毕业生进行面对面眼神交流，看到学

生们自信的神情，并投以和蔼的目光

以激励他们的前路。

我信奉的教育箴言是：“教师以

学生为本，校长以教师为本。”作为学

校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师生的快

乐心情，因为只有师生心在校园，学

校才能拥有未来。

每个教职员工生日当天，都会

收到我编发的个性化祝福短信；学

校图书馆建有专业录音棚，支持热

爱朗读的教师随时使用；为爱种兰

花的教师开辟种植基地，后演变为

生物组教研基地；还助爱好摄影的

教师举办个展，为喜欢撰写评论的

教师提供舞台……

衢州二中一直致力于建设教师

自我成长的空间，营造安静治学、积

极交流的教育生态。

而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些年

衢州二中没有停止过中学教育的反

思与重建。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尊重

科学，滋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才能在

学生心里播下创新的种子。

衢州二中的校园里不乏院士的

身影，我们邀请校友出身的郑树森、

吴丰昌、谢树成、赵南明等院士回校

讲座，还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办全国

首个创新实践基地雏鹰班，致使更多

科学家零距离接近学生，在耳濡目染

间发扬科学精神，激发家国情怀。

（作者为衢州第二中学党委书
记、浙江省特级教师）

□嘉善县培智学校
章雨蕾 于小红 陈育超

传统的指针式钟表在生活中

仍有广泛应用，然而智障学生在

认识钟表时会遇到很多困难，突

出体现在：一、不理解时针分针之

间的联动关系；二、会搞混时针和

分针对应的数字；三、时针没有指

着整点，就不知道它代表什么。

现有的钟表学具虽然放大了

数字提示、分颜色凸显大格，但是

仍不足以帮助智障学生突破学习

难点。多数智障学生注意力水平

不高、稳定性差，还伴有眼动障

碍，目光停留在钟面上的时间较

短。当时针指在两个数字之间

时，学生很难进行独立判断，“时

针走过几就是几时”的教学目标

无法达成。

虽然，很多教师会向学生强

调“两个数字看小的”，与之前的

“比大小”知识同时应用，但效果

仍不明显。

于是，我们考虑自制学具，以

双圈数字代替原有的表盘模式，

并在内圈涂上12种鲜明的颜色，

明确“时针所指区域什么颜色，就

读相应颜色的数字”，帮助智障学

生降低目标难度，实施小步子教

学，逐步减少辅助，加深对指针的

理解，从而让他们能够迅速而准

确地读出时间。

“动”是孩子的天性，智障学

生更是这样，有些学生一刻都停

不下来，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发

展落后，当色彩鲜明的钟面出现

时，非常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教师将读取钟表的过程转化

为“找相同颜色”的小游戏，简单

明了，趣味横生。

由此可见，一味地讲解带来的是乏味的数

学，将抽象的语言讲解转化为直观的体验是非常

必要的，这能让数学教学更贴近学生的思维。

解决了时针的教学，我们发现智障学生对分针

的理解更困难，如对“分针指向6，表示半时/30分”

等知识辨认较慢且易出错。

我们设计的双环数字式表盘，外圈表示分

针，指向什么数字就对应什么数字，规避了难点

“60进制转换”，降低了认读与理解的难度。

课标要求，数学要为学生适应生活、适应社

会奠定基础。双环数字式表盘虽然给予大量提

示，能让智障学生很快读出时间，但在实际生活

中并没有这样的钟面。若同时撤离这些辅助，

让学生认读普通钟表，步子迈得太大，学生难以

适应。

因此，我们又设计了单环式表盘，让学生逐

步脱离学具自主识认。

首先，学生明确使用“漂亮”等词汇对新教具

的外观表示肯定。其次，大部分学生表示出对新

教具的偏好，能够独立认读非整点时间的学生数

量增加。最后，在后期逐步撤离钟表提示，大部

分学生仍能够准确识认。

要注意的是：双环递进式钟表的使用，使得

学生必须面对更多的规则，有时反而会增加学习

负担，同时，过度使用外界辅助也会限制学生能

力的发展。因此，学具的使用要根据学生的差

异，考虑虚拟和实物两种学具的搭配，掌握趣味

游戏与知识学习之间的平衡。

□於宏强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

展，技术为教育赋能的作用从最初的

加数效应升格为乘数效应。信息技

术教师理应成为变革的引导者。然

而，由于长期固化的认知，不少信息

技术教师被边缘化，在学校扮演装备

修理工和数据报表员等打杂角色，沦

为服务性的技术人员，这是构建学校

信息化应用新生态的最大障碍。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教师唯有破

茧而出，敢于担当，从被动适应到主动

参与，从个体工作到群体协作，从信息

传输到智慧培育，才能在教育信息化

发展之路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关键

作用。

一、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提供者
“互联网+教育”的根本特征和

发展趋势是教育资源的数字化、集成

化、层级化和智能化。教学机器和人

工智能可以代替教师传授确定性知

识、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

2020年疫情期间，磐安县义务

教育段学校一个年级一张课表，安排

了7个录播场地，抽调13名信息技

术教师录制、剪接了879节长短课，

成为特殊时期宝贵的数字资产。

学校应以此为契机，建立起覆盖

各学科、各年段的教育教学资源库，

满足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在此过

程中，信息技术教师发挥着技术支

撑、资源归类、数据分析等作用，引领

其他学科教师源源不断地为学生提

供学习资源。

二、教学和技术融合的示范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胜泉认为：“人工智能不能取代教

师，但是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却能取

代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教师。”

根据《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的指引，教师应主动适应新技术变

革，而作为信息技术教师，更应适应

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与学关

系的变化，积极实现信息技术和教育

教学的深度融合。

教室里的技术迭代更新之快，令

人应接不暇。近年来，磐安组建40

人的数字赋能团，其中信息技术教师

20名、省市级讲师团成员11名。

他们凭借对新型装备和技术

独到的认知和操作能力，在全县开

展免费“下线”培训服务，“下线”

教师必须学习一定的课程，并引导

学校其他教师提升信息素养，如触

控一体机使用、大数据精准教学、

给学生学习“画像”、英语人机对话

教学……还有跨界任课的平板教

学、云讨论等。

这些教师深切体会到信息化的“魔

力”，成为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魔法师”。

三、智慧校园建设的助推者
智慧校园有机衔接校园的物理

空间和数字空间，对基础设施、教学

资源和教育活动加以数字化改造，将

教学、教研、管理和服务进行优化。

磐安出台的县级智慧校园评估标

准，以应用为核心，实现基础装备标准

化、应用研究多元化、成果彰显特色化。

信息技术教师在智慧校园建设

过程中，被冠以“技术专家”的头衔，

既是参谋员，也是一名战斗员。

作为参谋员，他们协助校长出谋

划策，参与智慧校园顶层设计；作为

战斗员，他们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对

照要求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

近年来，磐安成功创建省级数字

校园2所、市级智慧校园建设示范校

7所。这背后离不开信息技术教师

洒下的汗水、贡献的专业力量。

（作者为磐安县教育技术和信息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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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丘成桐、施一公先生面对面

信息技术教师扮演的角色是“魔法师”

近日，安吉县社区教育学院孝丰分院组织
横溪坞村幸福邻里中心的30名中小学生，前
往孝丰消防站学习实践消防安全知识。在消
防站，学生们参观了消防车内的设施，了解了
救生气垫的用途，学习了不同消防服的作用。
图为消防员正在为学生们演示消防水枪的使
用方法。 （本报通讯员 龚佳佳 摄）

水龙吟时万家安水龙吟时万家安

双环数字式表盘

单环数字式表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