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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强

长三角四地教育

媒体联合采访上海市

闸北第八中学和上海

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我参观采访后所

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是，两所学校在数字技

术融入教学上所作出

的 富 有 成 效 的 努 力 。

数字技术融入中小学，

不只是建立信息系统，

用于学校管理，而是进

入 了 微 观 的 教 学 领

域。比如在闸北八中，

听了一堂高一的《余切

函 数 的 图 象 与 性 质》

课，学生人手一个平板

电脑，根据要求作图，

数字技术在讲台大屏

幕上即时呈现每个学生

所作图像的正误及订正

的图表，教师请学生说

说自己为何这样订正。

如果教学需要，每个学

生作图的过程也可以提

取在大屏幕上呈现。这样的师生即时

互为反馈和教师作有针对性的讲解，所

取得的教学效果，自然是能够优于未使

用数字技术的课堂教学的。

但我想到的是，这是“数字化转

型”还是“数字赋能”呢？“转型”是一种

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就我所能见到

的中小学运用数字技术的场景，恐怕

还不能够叫作“数字化转型”。我所见

到的是，有效地使用数字技术，能够令

好的学校教学如虎添翼。在这样的意

义上，用“数字赋能”来表述或许更确

切一些。

我想表达的不只是这个意思。我

还想说的是，数字技术运用于学校教

学，需要合乎教与学的逻辑和教与学

的需求，而不是倒过来让教与学去迁

就技术研发者或数字科技企业。数字

技术用于学校教学，技术研发者或数

字科技企业要有“用户意识”。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人在推动“数字

赋能”方面，也要能够站在教与学这一

方，替教与学的需求多想想，而不是倒

过来要教与学迁就数字技术企业，或

者服从于行政所拟定的“数字化转型

指标系统”。三四十年前我还在读大

学时，国内新兴“计算机辅助教学”，我

想“数字赋能”的意思，恐怕也是一种

“辅助”，只是“辅助”的工具由“计算

机”扩展为“数字化”了。技术本身也

在迭代升级，这是技术自己内生需求

的演化逻辑，也是技术为教学服务需

要而升级扩展的演化逻辑。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

“教育技术神话批判”的声音一直存在，

反思的主要是“技术引发教育革命”的

浪漫论，最早的提出者正是计算机辅助

教学实验的开创人安东尼·厄廷格。质

疑的声音也许可以提醒我们，教育的出

发点是人，人也是教育的目的。

当然，“数字赋能”也给教师的数

字素养提出了要求，但这又是另一篇

文章的主题了。在《比较教育研究》

2022年第3期上有一篇探讨欧盟及其

成员国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论文，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话题链接

在上海采访时，几乎每遇见一位

教师，笔者都会问：数字技术的引入给

你在教学上带来的挑战及变化是什

么？“高票”回答是：要花时间去适应数

字化的操作，花时间和技术人员沟通

需求，以便更好地通过技术实现教学

设计。为此，两所学校都组织了相关

的培训、学习。

还有一位教师的思考令笔者反复

咂摸。她说，数字技术让信息获取变

得很容易，高效的统计分析让教学更

精准，在这一背景下，教师在课堂上不

再是单纯地教授知识，更要做的是想

办法引导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利用

技术作更多的探究。

技术的出现必然带来变化，这些

变化体现在课堂情景、教学方式、评价

模式，以及教师的角色定位、技术素养

等教学领域的方

方面面。对此，

你遇到过哪些小

故事，又有哪些

体会和思考？欢

迎广大教师移步

《教师话坊》，发

表你的观点。

图为学生正在教师指导下拍摄定格动画。

【长三角报道配图】一师附小

□本报记者 杨 倩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依港兴商，

以商兴市，以市而盛。这座城市180年来

的发展变化，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

一个缩影，其中，自然也包括教育事业。开

埠以来，东西文化在此交汇，人文荟萃、思

想激荡，上海教育由此孕育了诸多“最早”

“首先”——从国人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到

最早成立的专门教研机构，从最先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到率先达成总体实现教育现

代化主要指标，上海教育是充满探索和创

新精神的。

当下，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向各领域全面

渗入，上海再一次“冲锋”在前，成为全国首

个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当教育重城遇

见数字化变革，擦出了哪些新的火花？前不

久，记者随采访团一起走进了上海市闸北第

八中学和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五一假期里，一诺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惊喜！”来到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以下简称一师附小），四（5）班周一诺的妈

妈兴高采烈地向记者分享孩子的变化。她

说：“以前见到小区里的外国孩子，一诺都

会避开，不敢上去交流；现在，她能主动上

去打招呼、聊天，甚至还教外国孩子说中式

英语。”在她看来，孩子的变化得益于学校

AI口语课的开展……

化被动为主动：更多自主学习的可能
走进英语口语课堂，学生张静凡戴着

耳机、话筒，正和电脑里的虚拟人物Alex

以顾客和服务员的身份进行对话。“How

much is it?”张静凡提问，Alex告诉她

“20 yuan”，马上又指出她“买”了不止一

件东西，“you should say 'how much

are they?'”。

一改传统口语听说训练学生只能被

动地跟着录音朗读的形式，在一师附小，

学生可以与Alex在模拟的真实语境下轻

轻松松地聊天。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出现

的表达错误，Alex也会及时指出，解决传

统课堂上教师无法实现一对一指导和评

价的痛点。有来有

往的对话让学生们

“说”的积极性明显

提高了，对每一个人

的实时评价和反馈

也让“说”的准确性

大大提升，这成就了

周一诺“与外国人聊

天，和口语课上对话

虚拟人物差不多”的

底气。

校长鲁慧茹告诉记者，一师附小是愉

快教育理念的发源地。在她看来，“愉快”

二字具体表现在学生能够自主、生动、持

续发展地学习。因此，学校在探索数字技

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时，力求让数字

技术带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持续学习

的可能。

“平年与闰年”是三年级数学的学习

难点，学生们要找到闰年出现的规律，

学会判断闰年，探究闰年出现的原因。

其中，闰年出现的原因这一知识点还涉

及天文地理知识，这种跨学科的内容对

数学教师来说不好教，学生们也不容易

掌握。

现在，通过上海市中小学数字教学系

统的“教学助手”平台开展教学，数学教师

姚月玥在互动学件上加入了万年历、闰年

表、计算器等互动控件。“学生们只要轻轻

点击万年历，就能查阅任意年份2月的天

数，并能自动生成连续12年的2月天数统

计表，借助选框小工具，他们很容易就能

自己总结出‘闰年每4年出现一次’的规

律。”姚月玥说。

至于闰年出现的原因这一知识点，姚月

玥精心挑选了一个动画视频，学生们可以一

边看视频讲解，一边根据平台上的学习任务

单自行探究总结并上传系统。姚月玥在后

台可以看到所有学生的答案，对普遍理解不

了的难点再作具体讲解。如此一来，抽象的

内容变得直观可视，教师讲得少了、学生想

得多了，被动的接受和记忆变成主动的探究

和内化，学习效率自然也有了提升。

唤醒兴趣与创造力：更加多元创新的课程
这个学期，四（9）班的沈高扬如愿加入

了定格动画社团。学期初，根据学校特色

课程“探秘中国节”的内容，社团成员们讨

论确定了“浓情端午‘动起来’”这一主题，

并决定引入炫动彩泥社团的泥塑技术，制

作泥塑风格的端午节定格动画。每周二下

午，沈高扬都会和其他3名组员一起，从倒

腾彩泥、塑造形象，到讨论剧情、撰写剧本，

再到摆弄设备、拍摄动画……经过2个多月

的努力，作品已经慢慢成形。距离端午节

还有约一个月时间，只要将几个片段剪辑

串联起来，然后配音，沈高扬和组员创作的

《端午乐淘淘》就能和观众见面了。在打磨

作品的过程中，沈高扬有了一种“责任感”：

“我们可以将数字化创新与传统文化相融

合，应用在更广泛的地方，传承与发扬中华

传统文化。”

兴趣、创新是愉快教育的重要元素。

鲁慧茹说，一师附小有近60门特色综合

活动课程，此外还有自选式课后社团近

80个、提高类课后社团近40个，在数字

化转型的当下，定格动画、机器人、编程、

3D打印等充满科技感的课程和社团应运

而生，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内心的情

感、内在的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学习的兴

趣和创造力。

“嗨，你好啊！”走进学校的创智空间，

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环境布置夺人眼

球，3D打印机、人脸特征提取模型、3D体

感形象搭配系统等设备令人应接不暇，智

能机器人的热情招呼更是让人眼前一

亮。“学生们可喜欢与机器人互动了。”校

长助理叶天萍告诉记者，在这个空间里，

学生可以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学习，为了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学校还安排各班级轮

流利用午休时间或信息科技课来这里开展

体验活动。

四（11）班的陆思安早就在体验活动上

被创智空间的科技氛围吸引，在特色综合

活动课上学习了相关课程后，他显现出在

机器人设计方面的特长，又被选入提高类

社团，进一步学习机器人设计和编程技术。

拥有计分功能的抢答器是他引以为豪

的作品。看到学校在活动中使用的抢答器

没有计分功能，“我们就想设计一个拥有计

分功能的抢答器”。陆思安告诉记者：“不

要以为我们只是在抢答器上加上了记分

牌，我们还设计了特殊的算法让抢答器能

够更精确地找到最先抢答的一方，在实际

应用中大放异彩。”刚刚参加完全国中小学

生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上海市选拔赛

的他期待着能获得佳绩，“把奖状挂在创智

空间的荣誉墙上”。

编者按：在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驱动下，互联互通的不断增强，各种科技设备和数字软件的广泛应用，持续推进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5月16日，

沪浙皖苏四省市教育报刊总社（教育宣传中心）共同开展“数字化变革：面向未来的教育图景”联合采访。拥抱技术，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变革方式，

赋能师生全方位发展，本报今起陆续分享长三角地区中小学校数字化变革先进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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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化转型试点区擦出教育新火花

自去年9月进入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

（以下简称闸北八中）读高中后，商羿每天

出门上课前，妈妈叮嘱最多的就是“别忘了

带平板电脑”。在不少家长眼中与玩具、游

戏机画上等号的平板电脑，为什么还要带

去学校？和商羿一起到闸北八中体验一

下，答案就揭晓了——

不一样的数字化课堂
上午10点，商羿的数学课开始了，这节

课要学习余切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打开平

板电脑，进入‘教学助手’，我们先通过3道

选择题来回顾上一课学的正切函数。”教师

袁思情布置道。

商羿熟练地登录上海市中小学数字教

学系统，进入“教学助手”平台，开始答题。

第1题，答对了；第2题，答错了，商羿想了

想，修改答案再提交，这下对了；第3题，商

羿算了好一会儿，可惜答错了，仔细思考后

修改答案再提交，系统依旧“无情”地提示

他答错了。商羿望向黑板旁的大屏幕，上

面的实时统计显示：第3题全班只有15人

答对，21人答错。商羿松了口气，开始等待

袁思情的讲解……

体育课要进行体质测试。商羿和同学

跟随体育教研组组长李玉振来到操场边热

身，热身结束后，测试开始。轮到商羿了，

他走向一台如液晶电视般的AI设备，通过

人脸认证后，点击屏幕选择了“立定跳远”

项目。“请站在规定区域内，准备起跳。”设

备发出指令，在充满律动的音乐伴奏下，商

羿微微下蹲，摆动双臂，奋力一跃……“1.75

米”，屏幕即刻显示成绩。几天后，商羿在

平板电脑上收到了教师推送的体质测试成

绩和“运动处方”——一套根据他的成绩量

身定制的体能训练方案。

下午，来到了令人期待的物理实验课，

商羿要通过实验学习牛顿第二定律。与常

见的用定滑轮、重物、小车、细绳和导轨组

成的实验器材不同，物理教师葛亚辉展示

的实验器材装置着位移传感器、力传感器、

无线发射模块、恒力模块等。用这一套由

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及电脑和处理软件组

成的数字化信息系统（DIS）进行实验，实验

数据直接会以数字、图线、表格等多种形

式，显示在平板电脑上。

放学了，商羿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没有

模拟卷、没有习题册，原来，各科教师早就“一

键推送”课后作业到大家的平板电脑里了。

对于如此这般“沉迷”平板电脑，家长们

普遍表示：“我们很放心！”高二学生俞心湉

的妈妈告诉记者，早在新生报到时，学校就

向家长介绍了数字化教学的理念、实践做法

和应用效果，鼓励学生自带终端，确有困难

的可向学校租借；如果不愿意使用数字化

资源，仍可选用纸质作业完成。“进校第一

天，学校就把平板电脑收去统一设置，不能

在学校上网，没有安装学习以外的App，孩

子知道平板电脑就是用来学习的。”

校长陈婷介绍，闸北八中自2012年启

动基于移动终端（平板电脑）的新技术应用

及资源建设实践研究，上海市中小学数字

教学系统、DIS设备、AI体育锻炼设备等数

字化教学系统和设备陆续进驻。经过10多

年的探索实践，目前，学校已经实现全学科

全年段数字化教学常态化应用，全校1000

多名学生全部自带平板电脑上课，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成为闸北八

中数字化教学的一大特色，课堂教学也有

了全新面貌。

把“不可能”变成“可以”
“挺容易接受的。”商羿进入高中后才

开始接触这种数字化课堂，与传统课堂不

同，“不论是课上练习还是课后作业，系统

都会及时反馈正误；课上没听懂的内容，课

后可以反复看”。他

说，自己能体会到数

字化带来的精准高

效，很认可这种教学

形式。对此，坐在他

身旁的凤浩然也连

连点头。

从教 10余年，
袁思情正好经历了
学校从传统教学模
式到数字化教学的
转变过程，她深感数字化教学的交互性和
可视性，让课堂上的许多“不可能”变成

“可以”。
比如，课上袁思情要求学生根据余切函

数的定义作出图像。传统课堂上，教师只能

看到学生的作图结果，不可能观察每个学生

的作图过程。现在，系统会记录每个学生的

作图过程，“刚才有两个学生都画对了，但他

们一个用描点法，一个用平移法，思考的方

向是不同的”。学生的思维过程可视化后，

教师捕捉学情就更精准了，课堂效率也更

高了，“以往一节课是不可能探究这么多内

容的”。

又比如，讲到余切函数的性质时，袁思

情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发现发到“论坛”里讨

论。过去，学生讨论多采取前后4人小组形

式，现在可以跨越空间限制，“所有学生共同

讨论，也能点对点交流，让讨论更高效”。

课上使用的DIS实验装置是葛亚辉自

己摸索着设计的。在牛顿第二定律的实验

中，传统实验过程中要控制力的大小稳定

不变很困难，这样就很难精确测定实验数

据。葛亚辉创新地将力传感器与位移传感

器同时安装到实验的小车上，同时测量小

车的速度与受力情况，运用PID算法，将力

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反馈给驱动电机，实现

了力的大小稳定不变。不过，这样一来，做

一次实验会比过去花费更多时间，但葛亚

辉认为“很值得”，“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来证

明，利用DIS可以使很多难以测量或者难

以控制的实验得以顺利进行”。

李玉振的最大感受是，AI设备的引进

让组里的教师“从烦琐的统计与分析中解

放出来了”，大数据分析提高了分层教学的

可行性。教师们根据学生情况开发了专项

技能教学和体能训练视频资源，为开展自

主学习和个性化指导提供资源支撑。

“体育教学不仅是‘教会’，还包括‘勤

练’和‘常赛’。”李玉振说，体育组还设计

了“课课练，月月赛”，每月在AI设备上发

布一项考核主题，哪怕是课间10分钟，学生

们都能进行一场诸如跳绳比赛的趣味擂台

赛。这让运动不再只发生在体育课上，“运

动会”随时都在进行，“学生们变得积极了，

体育水平有明显提高”。

在常规班级教学中，组建不同的虚拟班

级，进行精准“投喂”；为各学科建立题库，实

现自动发布、自动批改、自动统计、自动生成

错题集、自动配对矫正练习、自动讲解推送微

视频；设计开发网络学程包，开发增强学生体

验、互动、个别化和数据回收的学科工具……

闸北八中的数字化教学，已然从演示、

展示走向体验、互动，从PPT走向App，从

学科学习走向跨学科的、实践的广阔天地。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数字”赋能成长，更自主更多元

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

“数字”重构教学，课堂华丽转身

扫一扫参与讨论

图为学生正在创智空间里拼搭机器人。

图为学生利用数字技术研究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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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变革数字化变革：：
面向未来的教育图景面向未来的教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