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幕？
原来，每个学生在纸张下面垫

了一个智能手写板，学生在纸上所
画的内容都会通过这个设备被实时
传送到老师的电脑上，这套智能设
备叫IE-ClASS智慧纸笔互动课堂
系统。

当天，沙老师挑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学生作品，让学生从自己的角
度阐述观点。多次使用过纸板互动
系统的学生大呼“爱了，爱了！”老师
发现，使用这个新技术，能在极短的
时间内同步了解到所有学生对一个
问题的想法，迅速发现个别学生的
思维亮点。不仅如此，教师还能减少
巡堂时间，根据学生的见解想法，及
时地调整课程进度与问题难易度。

九年级学生周琛说：“太有意思
了！这些黑科技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学习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也让我更
爱科学了！纸板互动系统对我们帮
助真的很大，我们在画光路图、电路
图时，老师能在电脑上实时观察到
每个同学的绘制过程，及时纠正错
误，还可以把同学之间的作品进行
同台对比。”

“科学的本质是要观察，要实
验，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要把信息
技术为我们所用，为学生所用。”沙
琦波说，她曾在鄞州区教研室从事
多年教研指导工作，如何将信息技
术融合到科学课堂，她已经探索研
究了十余年。

纸板互动系统、PH传感器……鄞州多所学校尝试黑科技

科学课变得便捷和高效 学生直呼“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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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观
察下菠菜和葱的根部
有 什 么 区 别 ，请 画 出
来。”在一节有关《植物
的根》的科学课上，只见
学生们还在纸上画，讲
台上方的投影屏幕上，正
同步呈现出所有学生所
画的作品，让宁波市新城
第一实验学校初中科学老
师沙琦波一目了然。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胡谷怀

●特约点评人
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俞冬伟所长

新时代的课堂教学
应融合新技术的运用与推广

新时代的课堂教学应该融合新技术
的运用与推广，作为科学课更应结合学
科特点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鄞
州多所学校通过工作室引领，将技术手
段与学科知识相融合，让更多学校的老
师掌握这些教学的方法，享受这些新技
术带给学生的便捷和高效，真正为学生
的学习服务，切实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
养。这样的融合意义有三：

一、优化教学过程，构建高效课堂
信息技术融合下的科学教学，将各

种教学资源、教学要素和教学环节进行
组合和重构，根据不同课型和学生个体
差异，适切选择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教学
过程，构建高效课堂。通过“课题组引领
——片域教研研讨——校本教研深化”
的实践探索，改进科学课堂的常态模式，
从“关注教师教”转向“关注学生学”，从

“评教”转向“评学”，更新教育信息化背
景下教师教学的理念。

二、激发深度学习，提升科学素养
借助信息技术创设新型学习环境，突

破传统的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的学习方
式，建构“线上与线下”、“独立与合作”、

“自主与互助”、“接受性与探究性”多种学
习方式融合的全新学习范式，透过表层的
符号教学，关注知识内在结构，彰显课程价
值引导，为学生提供选择和发展的空间，激
发深度学习，建立基于个体差异的多维评
价系统，着力培育学生科学核心素养。

三、区域联动教研，推进课程改革
区域内各学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探索形成信息技术与科学教学融合的实
施策略。依托公开课、专题讲座发挥示范
辐射作用，让深度学习发生在常态课，使新
授课从重结论向重过程、促深度理解转变，
使复习课从重练习向重连通、建知识体系
转变，使实验课从重接受向重发现、强操作
技能转变。信息技术不仅是教师辅助教的
工具，而且更是学生自主学的工具，在多校
联动下，有望推进区域课程改革。

使用纸板互动系统，老师可同步看到所有学生的作品。通讯员供图

科学课堂，如果在一些定性认知模糊的
实验中适时加入“数字化传感器”的应用，能
让学生的实验效果更精确、明了。

四眼碶中学作为最早一批引入传感器
设备的先行者，受益颇多。在了解物质的酸
碱性时，一般课堂上会使用PH试纸，让学生
通过观察试纸颜色变化对溶液PH有一个大
概了解。这种传统方法有两个明显短板：一
是试纸变化后的颜色与标准色卡比较时，对
于颜色的判断没有一个标准；二是测得的
PH数据粗略，不够精细，只能对酸碱度做到
初步的定性认识。而引入PH传感器之后，这
两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仪器能直接测得位置
溶液的酸碱度，不需要观察颜色变化，并且
测得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四眼碶中学科学老师李瑾说道：“教学
成果也是非常显著的，这样新颖的仪器，也
让原本枯燥的教授变得生动活泼，吸引了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生浓厚的探索兴趣。
现在，PH传感器的使用在我们学校已经做
得比较成熟，学生在常态课上能用到，在拓
展课上也接触了。”

记者了解到，沙琦波带领的名师工作
室，有13个来自不同学校的初中科学老师。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在鄞州
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鄞州多所中学的科
学教学均在尝试不同的新媒体、新技术应
用。比如四眼碶中学开设利用数字化实验室
开设科学拓展性课程，宁波华师大艺术实验
学校使用TE-1800一体机教学等设备，蓝
青中学的steam实验室，利用信息技术开设
净水器制作课程……

初中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
科,其显著特点之一是概念多且抽象。在传
统科学教学中，新授课重结论、复习课重练
习、实验课重接受的现象阻碍了学生对科
学本质的深度学习。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各类
教育技术层出不穷。沙琦波认为，如果全部
利用，课程反而被工具所绑架。但如果按需
取用，则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为此，沙琦波老师带领的工作室，通过
调查明确不同课型适用的新技术，再融入
具体教学中。比如，新授课应重过程，可用
电子目镜、虚拟平台、交互技术、flash等技
术促进学生深度理解；复习课应重连通，这
时可使用在线微课、专题微课、微课板等方
式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体系；实验课应重发
现，电子目镜、视频录制、传感器、同屏技术
可以加强学生操作技能。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享受这些
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高效。

按需取用新技术
进入教学“快车道”

测量更精准了
使用PH传感器
从定性变为定量

上课更高效了
使用纸板互动系统
老师能减少巡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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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IE-ClASS智慧纸笔互动系统记录实验观察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