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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课堂模式促进 自主学习’’ 研讨活动纪实
为深化中学化学课程改革，扬州大学附属中学联手上海市金山中学、江苏省扬州中学和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

校，于5月19、20日举办了沪、苏两地四校“变革课堂模式促进自主学习”交流与研讨活动。除4校化学教师外，40多
名江苏省化学特级教师代表，50多名扬州市化学名师工作室教师和骨干教师以72．60多名扬州市直学校化学教师应邀观
摩和参加研讨。

期间，上海市金山中学校长徐晓燕以《实践“三学三研”，探索智慧课堂》为题，解读了该校在“智慧课堂”理
念指导下“自学自研”、 “互学互研”、 “深学深研”的“三学三研”课堂教学。江苏省扬州中学校长严济良以
《“自治自动，共学共研”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为题，从理念源头、动力泉源、基本要求、核心要义、重点项目、
模式建构、变革难点、推进方略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扬州中学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和探索。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
天若以《大数据时代的自主学习》为题，从大数据的内涵、对学习的影响，大数据时代的教学构想和警醒等方面，介

绍了对课改的思考和实践。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副校长董爱华以《好风凭借力，腾飞树人情》为题，介绍了学
校课改紧紧围绕学生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展开，与时俱进，经历了从“小组合作学习”到“差异合作学习”到
“数字化学习环境下的差异合作学习”的发展历程，特别谈到了学校正在推广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下的差异合作学习的

教学模式研究。扬州市化学名师工作室和四校的王辉林、葛珊珊、王建军、姜沈勇、王伟峰和张洁6位教师分别提供
了各自学校改革课堂模式、促进自主学习的现场展示或实况录像、录播，用不同教学方式展示了精彩纷呈的课例，其
中利用PAD等工具组织学生“e学习”尤其引起了观摩者的关注和兴趣。江苏省特级教师代表，如东实验中学党委书
记、副校长吴丛铎，南京江宁高级中学副校长张发新和扬州市教科院副院长赵华对6节课做了精彩点评。吴丛铎指出e
学习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问题的呈现方式、课堂的活动形式、教与学的评价方式，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锻
炼了学生自我调控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张发新就一节课的知识建构过程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引发了与会嘉宾对课堂教学和化学学科价值的思考。赵华从理论结合实践进行了点评，从学生视角、教师视角、
操作视角等，谈了一堂好课的标准。

11 霭l一们—7

特邀嘉宾、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化学教育委员会主席、台湾师范大学邱美虹教授做了《促进学
生自主学习的科学建模课程——以行动科技学习为例》的报告，从科学学习的角度探讨了建模与建模能力，介绍了她
领导的团队如何开发行动科技教具，帮助学生了解抽象、复杂的科学概念，引起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并享受学习的乐
趣，同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特邀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吴俊明教授在题为《自主性学案的目标、实现与发展》的报告
中指出：自主性学案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会学、学好”，成为有良好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的人，讨
论了对自主性学案的相应要求，并从自学学案化、合学探究化、辅学精致化、学案智能化等方面预测了自主性学案的
发展方向。特邀嘉宾、 《化学教学》常务副主编吴敏应邀对交流研讨活动做了总结性评价，并代表编辑部跟与会作者

和读者做了沟通。她指出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了课例研究的
一般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就研究的问题、方法和侧重点提出了相应策略。她鼓励与会的一线化学教师理性地思考和
判断，勇于实践和探索，认为这次研讨活动可以转移到《化学教学》上继续进行，重点关注“以学为中心的课例研究”、
“教的课堂向学的课堂转型”，欢迎更多的一线教师和研究者踊跃投稿、分享观点和经验，并表示在促进教师与专家
的合作方面， 《化学教学》将做出不懈的努力。上述主旨报告和发言从不同视角指导老师们如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给与会代表以深刻的启发。

整个交流研讨活动组织精致，紧凑、精彩、高效，与会教师都感到收获很大：既明确了努力方向，又增强了进一
步搞好化学课堂改革的信心。

(李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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