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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并在本
学期开始全面推进和落实。新课标强
调学科融合的重要性，倡导通过“研
学”方式，获得大语文的学习体验，实
现多学科、跨媒介的自然融合。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这堂“不一样
的语文课”，充分利用身边的课程资
源，很好地体现了新课标倡导的“真实
情境下的项目化学习”的要求，体现了
语文教材“活动·探究”单元重在培养
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教学目标，对我
们日常语文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带着相机，拿着笔记本，一个年级240余名学生，在阶梯教室共上一堂大班课，这是大

学生上课场景？不，这个场景发生在一所中学！近日，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全体八年级学生在

学校的阳光剧场，共上一堂活色生香的校园新闻写作实践课。

同学们在“做中学，学中做”

语文项目化学习 让课程“真实”起来

当天，给大家上课的是八年
级语文老师陈健。他兼任学校校
务办主任，平时负责学校宣传工
作，参与报道的多篇新闻曾登上
过省市级、国家级媒体，是位资
深通讯员。

陈老师结合自己多年的实
践经验，与同学们探讨《如何写
出一篇好新闻》。他从新闻标题
的拟定开始，为同学们打开了新
闻写作技巧的“盲盒”。

接着，他以《吃着馒头，完成
25里徒步拉练》《把鞋底跑飞的
女生，破了校运会纪录》等发生
在本校，并被各级媒体刊发的新
闻稿为例，让学生对比同一话题
的不同新闻、不同话题的新闻，
发现新闻结构和语言方面的共
性和个性。

课堂结束时，陈老师又布置
了“以今天这节语文课为素材写
一则新闻”的作业。接下去的两

周时间，恰逢学校体育节，同学
们可以各显神通，更好地训练自
己的“新闻眼”。

同学们一边听一边频频点
头，时不时发出“哇”的感叹声，都
说没想到学校新闻是这样“出炉”
的。805班冯忠钰同学说：“今天的
语文课真的‘接地气’，老师拿我
们身边的校园新闻作为学习写作
的范例，布置的作业也是这节‘不
一样的语文课’，很有料！”

这堂新闻课似乎又是一场
“新闻发布会”，陈老师是“新闻
发言人”，发布的是新闻如何采
写；而同学们化身小记者，拿着
的笔记本就如“采访本”，不停记
下关键字句。

在听课现场，同学们全程兴
致盎然，不仅专注听讲，还积极
参与课堂互动，踊跃提问。

“老师，请问怎么能在学校
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在提
问环节，同学们的问题也很有针
对性。

有意思的是，现场有一些来
自各班的“摄影记者”，正忙碌地
穿梭在会场中。他们正认真捕捉

“最佳角度”——陈老师在台上
从容授课的姿态、同学们认真笔
记的神情、发言者畅所欲言的风
姿……都被他们收入了镜头。他
们拍摄的照片，将和文字稿一
起，组成一篇新闻报道。

这样的课堂呈现，让同学们
印象很是深刻。

当晚，两位同学就把这堂
“不一样的语文课”的新闻稿发

给了陈老师。802班杨乔楚同学
说：“原来上新闻课还要学习拍
摄，拍摄角度就体现了报道者的
思路。摄影记者就是用照片在

‘说话’。”
“今天的课，跟平时的语文

课很不一样，有点像大学里的
课。老师把第一单元的多篇课文
整合起来，教我们新闻写作，还
现场布置任务，让同学们有了更
加丰富多样的实践体验。这样的
上课方式，非常新奇有趣！”801
班的蔡逸涵同学说。

陈健向记者介绍，在八年级语文
课中，新闻单元出现在第一单元，以往
老师们通常在两周时间10到12课时
完成这个内容教学，布置写作任务帮
助学生掌握这块知识，“和其他单元语
文课一样的流程。”

“但是，新闻是应用性很强的文
体，紧紧贴近我们的学习生活，怎么让
同学们通过参与实践，更好地了解掌
握这个知识？”他和同事们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

2022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版《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一开学，学校八年
级语文备课组的老师们就积极投入到

“项目化学习”“如何在综合性活动中
学习新闻写作”的探讨中。最后老师们
达成共识：遵循新闻单元以“新闻阅
读”“新闻采访”“新闻写作”为主线的
设计框架，实践“大单元教学”和“校
园新闻写作”的项目化学习，以此培养
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运用语文的能力。
具体做法是以10月份即将举行的学
校体育节为契机，整个过程分三步走，
开展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活动，带
领同学们在“真实情境”中学新闻、写
新闻。

第一步，是老师们讲授基本概念，
学生利用微课和教材内容，学习新闻
的概念、样式、特点，了解新闻标题和
导语的特点，基本写法。

当天的大课是第二步，八年级共
同参与一堂“校园新闻”写作课，专门
学写校园新闻，每组另外选派2位摄
影记者，参加新闻图片的拍摄比赛。

后续，同学们将以这堂“不一样的
语文课”为新闻素材，每个小组完成一
则校园新闻；以接下去为期两周的体
育节为新闻素材，每人完成一则校园
新闻。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副校长、市语
文名师童红霞说：“今天的语文课很不
一样。用到的新闻素材都是身边的人
和事，今天的课又作为学写新闻的素
材，这就充分地挖掘了新闻事件的价
值，同时又让学生感觉非常亲切。而
且，后续还要进行的采访实践，会将活
动深入推进，让校园新闻的实用功能
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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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发布会”：
有现场摄影，更有精彩问答

为什么要尝试这样的语文课？
“项目化学习”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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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课上的“摄影记者”。

陈健老师在上新闻课。通讯员供图

同学们做笔记。

这堂新闻课：
老师是资深通讯员，教材选用本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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