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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节分为英语专场、科学专

场、社会法治专场及主题报告四个
部分，每个学科专场都有一位鹤浦
中学本校老师以及一位来自别校
的优秀老师执教，然后由教育专家
进行点评。

“你们猜猜，这个白色物质的
成分是什么？”科学专场上，来自宁
海县桃源中学的市学科骨干教师
叶凯航在课堂伊始就抛出了一个
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一个真实场
景：老师在实验室整理氢氧化钠溶
液时，发现该溶液的瓶口处附着了
大量的白色物质。

这是一堂科学复习课，这个真
实场景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学生们

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展了分组讨
论，提出了各种猜想。“还有别的可
能性吗？”“这些猜想都符合实际
吗？”叶凯航不断引导学生展开多
维度思考，再由学生自己判断猜想
的合理性。当同学们经过一轮“头
脑风暴”后，叶凯航便让他们设计
实验方案，验证猜想是否正确。

随后，学生们立刻行动起来，
并最终通过实验得出了结论。“上
课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是跟着我
走的。做实验的时候，他们的操作
很规范，能看得出他们平时上课都
是很认真的。”上完课后，叶凯航分
享了他的感受。

鹤浦中学的科学老师徐金锋

也带领学生复习了“碳中和”的内
涵，从认识二氧化碳的主要形式入
手，到描述自然界中的碳循环，引
导学生要保护环境。

特级教师、宁波大学附属学校副
校长雷迎春对两节科学复习课都表
示了赞赏。他认为，复习课不能只是
知识点的罗列和堆砌，而是要基于对
中考的研究，引入大量真实情境中
产生的问题，引导学生去解决。“老
师在课堂中要更多地‘追问’，要对
学生‘紧追不放’，这才能了解学生
更深层的想法，追问中也会不断生
成新的东西。两位老师在课堂中虽
然都有追问，但还不够彻底，不能在
学生思考了一半的时候就‘放手’。”

科学课上用实验验证 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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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董卿）3 月 23
日下午，一场五校三地共同参与的

“学习型教共体建设研讨暨大单元
教学展示”活动在宁波市李兴贵中
学举办。“大单元教学”课堂展示成
果在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
体育等六个分会场中拉开序幕。

科学分会场上，宁波市李兴贵
中学的科学教师鲁建红，以生活中
的实际情境“缺钙和补钙”切入课
堂，整堂课围绕如何测定钙片中钙
的质量分数展开。学生们在鲁老师
的引领下，自主设计实验、选择装
置，分析实验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不断改进实验，得到最优方案
并进行实验操作。

线上的丽水市庆元县第二中
学科学老师姚晓海看完这堂课，感
触颇深：“连评课居然都能讲得这
么有趣。鲁老师从吃钙片引入课
程，评课时再延伸到平时身体所需
的钙量，更贴合实际生活，也更能
走进学生的心。”姚晓海表示，今后
备课会把眼光放远，以单元为单
位，不拘泥于教材的编排次序，尝
试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让他们参与到新颖的课堂
活动中。

“隔壁”数学分会场的课堂也
屡屡博得听课老师们的赞叹。海曙
外国语学校的数学教师娄慧敏，以
格点三角形的作图作为出发点，通
过情境引入、问题驱动和挑战自我
三个环节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最
后让整堂课进入高潮，帮助同学们
梳理了相似三角形的相关知识点。

“这是借格点小天地，培养学
生素养大天地！”海曙区初中数学
教研员高友军对娄老师的课堂作
出了肯定，“娄老师给学生充分展
示的机会，非常契合当下所推崇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我认为，所
谓的‘大单元’追求的不是内容多
或杂，而是站位高，教学时心中要
有一种‘整体’思想。”

而后，来自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的刘徽教授给全体教师开设了一
堂名为《素养导向的大单元教学》
的线上讲座。整个讲座围绕两个核
心问题“何为大单元”“如何做大单
元设计”展开。“大单元教学落实在
课堂中，就是把课题教学改革向纵
深发展，需要我们教师在平时的教
学设计中，坚持以素养导向为核心
目标，而不是单一的知识点。希望
教师们都能有大视野、高站位，为
培养新一代人才而努力。”

素养时代下的课该怎么上？

要教ChatGPT无法给予的东西
3 月 24 日，象山县鹤浦中

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课堂节。

来自宁波各地的名优骨干教师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核心素养

时代下的教学评一体化”应该

如何落地。

“学校要为海岛师生搭建

三座桥梁，一座是引进先进教

育教学理念的桥梁，一座是引

进校外优质教学课堂的桥梁，

还有一座是展示海岛师生教学

风貌的桥梁。”该校校长刘辉认

为提高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是实

现海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关键抓手，举办课堂节活动是

其中的一条有效途径。据了解，

这已经是鹤浦中学举行的第三

届课堂节了。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叶凯航正在上科学课。 学校供图

数学组研讨会。 通讯员供图

“不是追求内容多，
而是站位高”

五校三地共话
“大单元教学”

英语课和社会法治课也同样
精彩。

“老师让我们分组命题，然后
互相答对方出的题，命题者给答题
者打分，答题者也要给命题者打
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知识点
就得到巩固了。”社会法治课上，
304班的学生杨玉婷听完鹤浦中
学史蒙蒙老师的课后告诉记者。

在点评环节，象山县第三中学
副校长陈荣从高中历史老师的角
度出发，谈及了初高中衔接的必要
性。他认为当天的社会法治课能对
初高中衔接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

让在座的初中老师们换了一种角
度去思考，自己的授课方式是否有
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在英语专场上，师生们时而热
烈讨论，时而聚精会神。镇海区蛟
川书院获市教坛新秀一等奖的英
语老师邱雨晴设置了“想留在鹤浦
还是去大城市发展”这个问题，由
此展开议论文写作的教学。鹤浦中
学的英语老师舒行蓉则围绕《愚公
移山》这一寓言故事开展课程，带
领学生从故事的背景、发展、结局
等方面逐层分析语篇内容。

宁波大学基础教育评估研究

中心副主任陈柏华教授对英语课
进行了点评，认为这两节课都体现
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知识建构、
思维碰撞、情感交融和立德树人的
要求。他点赞了邱雨晴“以终为始”
的逆向教学设计，称其体现了“大
单元”的设计理念。“邱老师通过创
设真实语境，较好地达成了议论文
读写课的文体知识、语用知识以及
语言运用与创生等教学目标，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欲望。而另一位舒老
师的课以中国传统故事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通过听说活动，理解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否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大咖一针见血点评授课方式B

宁波大学基础教育评估研究
中心主任郑东辉教授以“素养时代
的教学评一体化实践”给老师们做
了一场讲座。“素养时代，学习不是
为了解题，而是解决问题。”“如今
的考试，是考素养，而不是考知
识。”讲座中，郑东辉的“金句”不
断，台下的老师连连点头，用手中
的笔不停记录着。

郑东辉还讲到了近期被热议
的 ChatGPT。“ChatGPT 的出现，
对传统教育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它的出现意味着机器也有学习
能力了。”他展示了自己和Chat-
GPT的对话，不管是问科学常识，
还是搜索文献，甚至是让它写一篇
教案，ChatGPT都能“对答如流”。

郑东辉表示，如果要比知识容

量，人脑无法与ChatGPT抗衡，但
我们的优势在于，能够在纷繁复杂
的知识点中灵活地选择和运用知
识，能够在不确定的真实情境中解
决问题。“所以我们老师应该跟随
时代的步伐，毕竟在当下的时代，
如果还是停留在不停地给学生灌
输知识点、记忆背诵的阶段，那将
没有任何意义。”

要教ChatGPT无法给予的东西 用知识解决问题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