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雪花再次邂逅衢城。在衢
州的学校里，这一抹白色更是为孩子
们带来新奇的课堂。2月 23日，衢州
的不少学校里，老师都带着孩子们
体验别样的“雪花课堂”，感受下雪
的快乐。

2月 23日清晨，衢江二小的老师
纷纷利用早读课的时间，带着孩子
们来到操场上、花园里展开一场“冰
雪奇缘”。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
……操场上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
有的细细观察着雪花，有的捧起一
把雪偷偷地尝一口，雪趣浓浓，欢乐
无穷，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
的快乐。

常山县球川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带
着学生们在雪地里上了一堂科学课：
感受雪的温度，观察雪在不同地点融
化的速度，思考雪球为什么会越滚越
大……平时在课堂中全凭老师口述学
生想象感知的科学课，在雪景中得到
了真实的感受。

“原来雪也有这么多学问！”六（3）
班的徐筱扬说，“我要多看书多思考，
长大后也当个带学生玩雪讲课的老
师！”

衢江区全旺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
们则开启了一场“冰”上游戏。北京冬
奥会的火热，让孩子们对冰上运动充
满了好奇，银装素裹的幼儿园让孩子
们有了一次跟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操场上，小雪球滚成大雪球，堆成一个
个小雪人，滑草板变成了雪橇，孩子们
体会到了冰上运动快乐。

“双减”政策实施后，衢州市中小
学校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坚持寓教于乐、寓学于趣，尽最大努力
守护孩子的童真童趣。一场雪，不仅
给衢城带来一抹白，更给孩子们带来
了快乐。老师们随机应变，将学习与
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真正体现了“双
减”倡导的学科融合，让孩子们在实践
中增长知识，在活动中收获经验，在玩
耍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下雪的快乐，孩子们知道
记者 吴昊斐/文 通讯员 周潇 杨菁 李燕萍 屠婕莹/摄

这个雪球好冰呀

比一比谁的雪人堆得好

看我堆的小雪人 让我尝尝雪的味道

用心备好每一节课

努力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实验为什么如此重要？

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为了改进和创新实验

他们用上了采血管和针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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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已经闭幕了，但
精彩的冰雪项目和赛场上的健儿
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当中，谷
爱凌因为如此可爱、自信、大方、
美丽，成为了现象级人物。大家
乐此不疲地讨论她的赛绩、家世、
成长经历。

有人说，“谷爱凌式育儿”是
我们普通人家高攀不起的：你有
世界名校毕业的履历吗？你有那
么“殷实”的家庭条件吗？你有如
此充沛的育儿时间吗？想到这
里，难免让人垂头丧气。但是，真
的只是母亲的学历、良好的家庭
条件成就了谷爱凌？

不可否认，原生家庭的优渥
是良好的基础，但是从谷爱凌的
谈吐和行为中，我们更应看到家

庭教育的作用。
谷爱凌的滑雪并不是妈妈刻

意培养的，而是源自自己的热
爱。小小年纪的她在面对妈妈的
质疑时，坚定地要学滑雪，且十分
自律。

还有个细节可能大家也忽略
了——谷妈妈认可了女儿自己的
选择，并且为了支持女儿的这份
热爱，坚持在十余年里每个周末
往返开车8小时送女儿去训练。

可以说，谷爱凌的全力以赴
以及享受过程不追求结果，为日
后的成功作出了准备，而妈妈的
尊重和坚持成为了最好的教育
土壤。

扪心自问一下，面对孩子一
个和学习无关的热爱，我们能否

像她一样去支持和坚持呢？相反
的，大多数家庭无论是陪伴钢
琴、足球、舞蹈，还是一起学习书
法、绘画、唱歌，并不只为了孩子
体验人生，感受快乐，而是隐含
着功利心——希望孩子具有一种
特长，能在今后的竞争中占有先
机。时间渐长，这种陪伴便开始
变味。

也许又有人会说：谁不想孩
子尽情快乐呢？但万一快乐过
头，以后苦的可是他们啊。也没
错，不过，我们要知道，在孩子小
的时候，试错成本还不高的时候，
多让他们去体会生活的“甜”，学
习的“甜”，爱好的“甜”，才能在未
来把软实力的土壤准备好。也就
是谷妈妈所说的“先培养热爱，再

谈标准”。但如此重要的享受过
程，总是因为家长或多或少的“功
利性”而忘记了。像这次冬奥会，
谷爱凌在预赛失误的情况下，还
能在决赛尝试从未做过的“前空
翻两周加转体四周”的动作。正
如她在采访中分享的那段话一
样，“如果你过分在意结果，那这
个结果往往不会到来。如果你关
注过程，结果最终会到来。”

当然，每个家庭的状况各异，
亲子关系也是万象并生，没有所
谓的一定之规或者标准之途。谷
妈妈的教育，只是让人看到了另
一种亲子关系——温暖的关切，
给予孩子更大的自由，这种“不设
限”可能会给予他们更多成长的
助力。

2月 23日，“衢教有你，浙教
同行”——衢杭甬越禾跨地区教
共体云上结对仪式在开化县城东
小学举行。

本次活动除衢州主会场外，
在省教育厅、杭州市上城区、杭州
市滨江区、杭州市钱塘区、杭州市
余杭区、杭州市临安区，宁波市鄞
州区、绍兴市柯桥区、嘉兴市南湖
区、桐乡市教育局还设置了 10个
分会场。来自杭州市、宁波市、
绍兴市、嘉兴市的 51所支援方学
校与衢州市 6个县（市、区）的 51

所受援中小学共同签订教共体
合作协议，组成跨地区教共体结
对学校。

双方表示，接下来，将合力实
施跨地区教共体建设工作，衢杭
甬越禾五地十五县将进一步明确
校际协商机制、教师交流机制、教
学协同机制、同步研修机制、文化
共通机制、一体考核机制等六大
机制，实现教共体内资源的无障
碍调配与使用，加快优质教育资
源的互联、共享。

云上结对仪式现场，浙江省

教育厅专职副总督学舒培冬发来
远程视频寄语，对衢州率先联合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举行跨地
区教共体结对的做法表示充分肯
定：“希望衢杭甬越禾精诚合作，
探索出更多跨地区教共体工作经
验，实践出更有效的教育资源共
享模式，推动全省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这既是一次共叙友情的结
对联姻，也是一次共商合作的真
诚帮扶，更是一次共促均衡的创
新举措！”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季根寿在结对仪式上致
辞说，当前，浙江省正在全面建
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
全力打造教育现代化先行省，衢
杭甬越禾五地结对正是新形势
下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探索实
践。衢州将加倍珍惜与杭甬越
禾携手共建教共体的机遇，以最
大的决心、最实的举措深化合
作，扩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效
果，推动五地教育同发展、共进
步，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贡献教育力量。

今年是吴信伟当生物老师的
第4年，项海娟当化学老师的第12
年。在谈到获奖的心情时，他们不
约而同地提到了传承的力量。

“回首比赛，从最初的组内讨
论，到参加市里比赛，再到进军省
内比赛。每一次的赛前，学校教研
组的老师、同事都事无巨细地帮助
我完善实验细节、补充相关论文依
据、寻找实验失败原因。正是大家
的齐心协力和精益求精的教研氛
围，才促成了实验的成功。”吴信伟
告诉记者，这是集体的智慧和力
量，也是实验科学所带来的魅力。

项海娟告诉记者，她从学校前
辈学习到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用
心备好每一节课。“就算知识点是
一样的，但每届学生都不一样，他
们的学习进度、能力、环境也不一
样，所以每一堂课我都要重新备
过，每一个实验都要重新设计。”项

海娟说。
在平时的教学实验中，项海娟

喜欢把生活中的内容结合进去，比
如，她会教学生用铝粉和氢氧化钠
通下水管道，分享用化学知识祛味
的小技巧等等。吴信伟喜欢和提
出质疑的同学“当堂切磋”，把课堂
变成热闹的学术辩论现场。

“我希望我的学生在勤恳努
力、打好基础、学习好学科知识的
同时，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理性的
思维’，继续提升自己的实验技能
水平，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吴
信伟说。

“就像化学家戴安邦说的那
样，教师的实验技能水平和实验创
新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更顺利地学
习。”项海娟表示，“今后的教学，我
将继续坚持实验教学，努力在学校
浓厚的教育教学教研氛围中汲取
更多的养分。”

衢州教师获省高中教师实验技能展演一、二等奖

他们做的实验，为何这么精彩？
记者 尹婵萱 文/摄 通讯员 金晓婧

衢杭甬越禾跨地区教共体成立
记者 尹婵萱 通讯员 金倩余 何音

“谷爱凌式育儿”真的让人高攀不起吗？
罗东哲

春天到，我市教育界喜讯连连。

近日，在2021浙江省高中教师实验技

能展演活动中，衢州一中生物组教师

吴信伟获一等奖，衢州三中物理组教

师周涛、衢州一中化学组教师项海娟

获二等奖。

他们做的实验，为什么这么精

彩？实验为什么在理科教学中越来

越重要？2月21日，记者专访吴信伟、

项海娟老师，听他们与实验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理科试验
技能展演活动中，因疫情原因，取
消了笔试和现场做实验的环节，但
对视频投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是有创新的跨学科实验。

如何实现跨学科的同时对原
有实验进行创新和改进？吴信伟
老师将物理实验中的仪器，比如针
筒，引进了生物实验。

“我做的这个实验名称叫《探
究酵母菌呼吸作用方式实验的改
进》，在原本的实验中，使用的实验
装置是普通的三角锥形瓶，在计算
实验结果时，只能反映‘有没有’，而
不能测定‘反应了多少’。引入针筒
等仪器后，就解决了原有实验不能
准确定量测定的难题。”吴信伟解

释，“同时，改进后的实验简化了过
程，缩短了时间，原本要将近 1个
小时才能完成的实验，可以在一堂
课的时间内完成，更有利于教学。”

项海娟老师的化学实验《氢氧
化亚铁的制备》中，同样在仪器装
置的改进上下了苦功。因为实验
过程中，实验材料很容易被氧化，
她灵机一动，引入真空医学采血管
来做实验。“这样，既可以清楚地看
到反应过程，又可以避免实验材料
被迅速氧化，同时还可以保持实验
结果观察好几天，实在是一举多
得！”项海娟告诉记者，她花了三个
多月的时间，用坏了一百多根采血
管，失败了数不清的次数，才终于
实验成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实验在
当下理科教学中，尤其是高中的理
科教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比起自
己做实验，更多的是看老师做实
验，但现在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
项海娟感叹。在“核心素养”被越
来越强调的现在，如何运用已知材
料、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成了
理科考核中越来越核心的内容。

“事实上，现在很多高中化学应用
题，看起来会有点像文科的‘材料
分析题’，做这种题目，一定要灵活
运用知识，对于化学原理要‘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项海娟说，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
学，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化
学的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化学概
念，获得化学知识和实验技能。”

学校实验室管理老师告诉记

者，在做实验上，两位老师都非常
投入的，为了改进实验中一个小细
节，他们常常会要求实验室“给留
个门”，甚至在实验室泡到凌晨一
两点。

平时，除了上课，吴信伟还是
学校“动植物社团”的指导老师。
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社团的同学
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有趣、有难度
甚至在高中阶段显得有些前卫的
实验——从制作叶脉书签、给动植
物做标签，到观察和培养动植物组
织、在实验室里“种”菌菇……“我
从来不去规定实验方向，一般都是
同学们自己提出实验想法、做好方
案，我负责给他们准备材料、帮助
他们完成实验。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未来的著名
生物学家就诞生在某一次实验启
发中呢。”吴信伟笑着说。

教育时评

项海娟在化学实验室内做
实验。

吴信伟和学生一起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