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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脸悄悄在变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记者 石天星 通讯员 翁艳燕 黄剑磊

本报讯 在我们的记忆中，传统
的教学模式是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老
师讲，再课后复习、做作业，而现在
新的教学方式是，学生先通过老师
制作的教学视频自学，再在课堂上
做练习，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老
师在课堂上主要不是讲授知识，而
是指导学生，这就是翻转课堂。

近日，参加长三角地区中小学小
班化教育研讨会的200多名校长和老
师，一起走进杭州市下城区长江实验
小学，观摩了一堂翻转数学公开课。

翻转课堂自然离不开微课视
频，这节课讲的是圆面积的计算，

“技术”色彩浓厚。走进大厅，每个
人发一副3D眼镜，上课时如同欣赏
一部微型的 3D 电影：为了说明“圆
分得越细，平行四边形的边越平”，

多媒体屏幕上出现将圆切分成无数
等份后，半径朝上和半径朝下的等
份相间嵌合形成一个边缘平直的平
行四边形的动态过程。

这节课一开始，授课老师张园
以学生们课前都已看过教学视频为
前提作为开场白，提问学生“圆面积
怎样计算”？她带着学生把整个过
程仔细推导了一遍，其中也包括让
同学们重新看一遍3D教学视频，让
学生在小黑板上用圆的等份拼出平
行四边形、长方形等已经学过的图
形。“把陌生的东西转化为已经学过
的东西，这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
法。”在这堂课中，张园老师以提问
和演算为主，没有多余的语言，每句
话都简短果断。

课上，张园问学生：“在上这节
课之前，你们看过多少遍微课视
频？”随后，她让看过一遍、两遍直到

七八遍的学生分别举手，而确实有
学生看过七八遍。课后，张园总结
说，学生课前看过视频了，大致的思
路是知道了，但对于推导的过程、步
骤了解得还不够细，需要在课堂上
再一次突破。学生看视频之前和之
后差别很大。面对起点更高的学
生，老师要教得更多，还要在分层教
学上加深研究。

在翻转课堂，教师不再讲授信
息，这些信息需要学生自主学习，他
们可以看视频讲座、阅读电子书，在
网络上与同学讨论，主动查阅需要
的材料。教师也能有更多的时间与
每个同学交流，促成他们的个性化
学习。当然，对于翻转课堂的争议
从未停止。有人认为，由于学生在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上的差异，
很难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畅通无阻
地看懂、看完视频，老师与其花那么

多时间准备教学视频，还不如多给
学生提供丰富的助读资料。

“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翻转课
堂，但它作为一种新事物已经出
现，它提出了一些传统教学所未遇
到的问题。”对此，长江实验小学校
长丁杭缨也有自己的思考。她说，
在教学翻转之后，教师实际上需要
关注学生怎样自学，以及面对更高
起点的学生如何在课堂上进行拓
展的问题。“在长江小学，作为选修
课的翻转教学具有教学实验的意
义，学校不会加以干预，而那些对
教学水平有自我要求的老师会去
研究它。”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力也
强调，翻转课堂、小班化教学应该将
关注点放到每一个学生的身上，因为
每个学生的潜能是不一样的，教师需
要“把同一内容放在不同水平上教”。

翻转课堂，学生当家

本报杭州11月3日讯
记者 吴孟婕

如果不是被请上了舞台，“最美
浙江人”代表毛陈冰，看起来跟普通
的 80 后女孩没有什么不同。但当
主持人介绍她就是 7 年前那个千里
走单骑、赴贵州捐献“熊猫血”的中
国美院女大学生，人们记忆和情感
的闸门被打开，现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这是今天下午发生在浙江之声

“爱在观众节——致敬最美浙江人”
公益活动出发仪式上的一幕。

近年来，浙江大地涌现了一批
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扎根基层、
无私奉献的“最美浙江人”，构成了
一道亮丽的道德风景，向社会传递
了强大的正能量。接下来，活动爱
心使者将奔赴全省各地，把百台电
视机、千台收音机送到马水泉、孔胜
东、潘美儿、陈斌强、褚云江等“最美
浙江人”手中。

致敬最美浙江人

记者 李月红

本报讯 11 月 2 日，台湾汉声杂
志创始人黄永松，在杭州小巷三寻
土布生活体验馆进行了一场“儿童
教育和传统手工艺”的讲座，吸引了
全国各地手工艺人前来取经。

进入讲座现场，需要先经过一
道书门。成年人通过这道门，多半
需要放慢脚步，弯腰低头——这道
门只有1.6米高。

这是黄永松为体验馆特别设计
的一环——“礼敬图书”。这样的书
门，是黄永松的一个反思：信息时
代，我们沉溺于向手机、平板电脑低
头，却对滋养我们成长的书籍越来
越冷漠，是时候向它致敬了。

你也许没听过黄永松，但你一
定知道“中国结”，而黄永松正是“中
国结”的命名者。40 多年来，他和
他的团队致力于收集、传播中国民
间艺术，至今已出版了介绍童玩、土
楼、风筝等数百项民间艺术的图
书。在温州雁荡山脚下，黄永松找
到了失传近千年的中国传统印染技

术——夹缬，并致力于保护传承。
今天，这项手艺已被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我们的文化正面临着进步高
速、技术高速、消失高速的‘三高’尴
尬境地。”黄永松惋惜地说，民间手
艺如一辆绿皮火车，正在缓缓驶出
我们的视线。要把文化传承下去，
就一定要重视儿童教育。他开始出
版《中国童话》，之后是《汉声小百
科》，30 年间发行了几百万册。在
台湾，很多家庭的祖孙三代都是看
着这些书长大的。如今，《中国童
话》已发行简体版，取名为《最美最
美的中国童话》。

“好故事，靠相传。”——这是黄永
松的初心，民间手艺归根到底就是妈
妈们的手艺，孩童躺在妈妈的怀里，妈
妈用安静的声音，温柔的怀抱，甜美的
笑容，讲述遥远妈妈们的童话。此刻，
孩子们听到的不只是故事，还有心灵
的安稳成长。“这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民间故事，会打开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建立起家人间的脉脉温情，凝聚一个
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知名杂志人黄永松来杭——

给孩子讲中国童话
知名杂志人黄永松来杭——

给孩子讲中国童话

通讯员 冯益飞 余聪 记者 王婷

本报讯 这学期，中国计量学
院推出了 10 门小班化课程，全部
面向新生开设，又称“新生研讨
课 ”，每 门 课 程 只 有 20 个 名 额
——近日，中国计量学院安全工
程专业的新生夏影经历了进入大
学后的第一堂小班化课：由校长
林建忠讲授的《流动的诗意》。

这门课程，选择了古人的 12
句七言诗来描述 12 种流动现象，
并用流动力学的理论进行解释，
20 个学生以课堂讨论的方式，从
诗词入手探讨了诗歌中描述的力
学现象，这让夏影对大学学习充
满了期待。

“这堂课讲的是雾霾与多相
流，近代诗人宁调元曾在《八月十
五夜漫书一律》中写道：‘一天霾
雾拨难开’。原来，霾不是现代才
有的。”夏影用诗意化的语言这样
总结听课感受：“时有清风扑面，
时有深邃思索；时需宁思静听，时
需互动往来。”

担任这些小班化课程的老师
都经过精心挑选，先由学术造诣
高的知名教授自主申报，再经过
教学委员会审查，最终呈现到学
生面前。在最终获得开课资格的
10 位老师中，不少教授是国家级
奖项的获得者，或是省级名师，或
是校级名师，是最受学生喜爱的
老师。

“让学生一进学校就接触到
学校最高水平的课程，有利于新
生解决高中和大学间教育模式断

档的问题，也有利于学生尽快融
入到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林建忠
充分肯定了由知名教授给新生开
小班课的意义，同时他认为，这也
为大学教授提供了一个与学生互
动的平台。

对感受过“新生研讨课”的大

学生而言，最大不同还是在于小
班化教学所带来的课堂参与度的
提升。上完课后，不少学生都说：

“本来以为大学都是大班教学，很
少能有机会跟老师互动。但在仅
有 20 个同学的课堂上，我们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讨论，这样的课堂

互动氛围很好。”
日前，省教育厅印发了《高校

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 年
—2016 年)》，对高校的课堂教学
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课
堂教学小班化”的要求，在省内高
校中也掀起了波澜。

“我们严格控制课堂规模，每
堂‘新生研讨课’仅接受 20 人报
名。”计量学院教务处教师发展
中心主任李海芬介绍说，计量学
院从去年开始就试点了部分课程
的小班化教学模式，推出了几门
大小班分层教学的课程，学校还
特地为开展小班化教学改造了几
间教室，接下来的“新生研讨课”
也将会在这些“特别教室”里继续
上课。

对于小班化教学，林建忠
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校
搞 小 班 化 教 学 不 能 盲 目 赶 时
髦，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
小班教学。只有对课堂互动要
求高、需要讨论的课程，才能凸
显出小班教学的效果。而对于
一些不适合的课程，搞小班教
学甚至会降低课堂的效果，增
加学校的负担。”

“为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能
上小班化课程的学生很少。”计量
学院教务处处长潘岚说，本学期
能选择的只有 10 门课程，也就
200 个名额，这对于近 5000 名新
生来说，能选到的概率有如中奖。

由于名额有限，学校准备选
择部分课程全程录像，制成网络
课程，供全体学生观看。

一门课程只有20个学生

名教授开小班化课

11月 3日，桐乡市乌镇民合小学少年书画社举行作品展览。这所农村小学普及了硬笔书法教育，“提笔练字”已成为孩子们的习惯，书法艺术在校园落地开花。
本报记者 叶寒青 市委报道组 张潘丽 摄

上虞日报记者 郑志勋

本报讯 11 月 2 日起，有着近
300 年历史的上虞丰惠古镇胡愈之
故居敕五堂对外开放。始建于清乾
隆时期的敕五堂，坐落在古城丰惠
镇城隍河沿，是一座庭院周正的江
南台门大院，整体建筑宽敞宏亮，气

势不凡。
胡愈之是知识界叱咤风云的文

化名人，一位德才兼备的社会活动
家，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奔走操劳，鞠
躬尽瘁。这位上虞杰出的乡贤，是
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
国民盟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逝世。

胡愈之故居开放

通讯员 沈水军 张婷

本报讯 介绍我省艺术大师冯
耀忠微雕艺术的新书《刀笔岁月》近
日举行首发。该书由中国美院出版
社出版，是我国首部微雕艺术创作
研究和探索微雕文化事业的专著，

由萧山籍作家陆亚芳女士历时 8 个
月采访完成，共计 20 余万字。几十
个小故事记录了冯耀忠走上微雕艺
术之路后，苦学钻研、创作精品的细
节，也记录了大师以一己之力建设
微雕馆、投身微雕文化事业推广的
家国情怀。

《刀笔岁月》首发

本报杭州11月3日讯
记者 刘慧

今天，“百态观音·慈航普渡”德
化瓷艺大师暨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全
国巡展第二站在杭州图书馆开幕。
21 位德化当代瓷艺大师创作的精
品，带给杭州观众独特感悟。

千年窑火，薪传不息。德化

瓷烧制技艺是国家首批非遗保护
项目，悠久的制瓷历史孕育了一
代代优秀的陶瓷艺人，目前成为
全国最大的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
地，相继获得“中国瓷都”、“中国
陶瓷之乡”等称号。本次展出的
作品，人物神情各异，衣纹装饰不
同，具有千姿百态、各臻其美的艺
术效果。

千姿百态德化瓷千姿百态德化瓷

本报杭州11月3日讯
通讯员 郑娜莉

多家芬兰科技企业今天在杭
州向浙江企业推介自身的核心业
务和专长，涵盖空气净化、节能技
术、智能测量、废物循环等领域。
据了解，在现代生物技术、清洁技
术等领域，芬兰以其先进的实力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芬兰企业本次

还带来先进空气净化器、高效能源
发电方案等产品，对希望开拓环保
市场或面对节能压力的企业而言
很有吸引力。

据介绍，浙江与芬兰在科技领
域有着长期的合作。今年以来，我
省已有造纸企业利用芬兰先进的

“造纸医生”技术，对纸机在能耗、质
量和速度上进行系统化的诊断和优
化，取得较好的成效。

浙芬合作重节能浙芬合作重节能

记者 李光敏

本报讯 继“中央音乐学院娃哈
哈室内乐团”成立庆典音乐会在国家
大剧院音乐厅、中国政法大学相继成
功举行之后，日前，娃哈哈室内乐团
又在北京林业大学成功举办演出。

为响应教育部、文化部“高雅艺
术进校园”的号召，娃哈哈集团与中
央音乐学院联合推出了乐团进校园
活动。娃哈哈室内乐团将走进高校
普及高雅音乐，并开展互动及专题
讲座活动，逐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
的艺术修养。

高雅艺术进校园

编者按 我省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高考录取将不分批次，
实行专业平行投档，考生志愿也将由“专业+学校”组成，这对我省
高校教育改革形成“倒逼”之势。专家分析，高考改革将迫使高校
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凝练专业特色优势、加快课堂教学改革。最近
发布的《浙江省高校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年—2016年）》，
也针对课堂教学质量不高、学生课堂抬头率不高、师生互动交流不
多、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学生选择性学习空间不大、课堂教学制度
不健全等问题，发出了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信号。

记者走进我省高校，撷取教学改革课堂上的一组组分镜头，以
管窥豹，告诉你“大学的脸悄悄在变”，一起感受改革带来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