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教育变革

从自制教具到智能课堂
教研活动从线下到线上

三代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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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雄，浙江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宁
波市领军人才，宁波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宁
波市名师。在曙光中学的数学教师团队中，章
剑雄堪称“元老级”人物，更是团队中备受尊敬
的“大家长”。

2006年，35岁的章剑雄凭借其出色的教
学能力，通过组织调动从绍兴来到宁波，加入
了曙光中学的大家庭。

谈及往昔，章剑雄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在
这里教书不知不觉已经快二十年。我刚来的时
候，学校不像现在这么大，校园里还有一排水
杉。冬日雪后，孩子们在树下嬉戏打闹，雪球纷
飞。这可能是那个年代初中生在校园里最欢乐
的时候。”

在章剑雄看来，她的教学生涯与国家的飞
速发展紧密相连。在三尺讲台上，作为一名数
学老师，令她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手中的教学
工具。

章剑雄笑着分享道：“那时候，老师们需要
亲自动手做教具。例如在教平行四边形时，我
们会用螺丝将四根筷子巧妙固定，做个简单而
生动的教具。但是，平行四边形的特性决定了
其不稳定性，所以即使固定，四根筷子还是可
以微微摇曳。为了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我
们还会制作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放在一起进行
对比。在教立方体的时候，铁丝则成了我们塑
造立方体形状的神奇工具……这样的教具，我
们做过很多。”

2008年，叶志合正在读初一，对于章老师
所描述的教学场景深有同感。

“当我还是学生时，我的老师当时还在用
着木头做的三角尺在黑板给我们画图形，扬起
的粉笔灰尘常常能在班级里形成丁达尔效应。
画图板书相当花费课上的时间，在平面上展示
几何图形不仅考验老师的能力，也需要我们学
生的想象力。”叶志合说。

当叶志合从事教师行业时，干净的白板和
触屏投影已经出现。工具的进步带来了更加高
效智能的课堂，板书的呈现，图形的分解，降低
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门槛，帮助老师简化了繁琐
的流程，也极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在一些无纸化课堂上，老师们甚至可以
利用 ipad完成新课教学，完成练习，布置作
业与反馈。作业数据的呈现也一目了然，可以
帮助老师快速准确抓住学生获取知识的程
度，从而更加精确地帮助孩子解决学习上的
疑惑。

“可以说，技术工具的进步大大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方式。新校区配备了更为先进的激光
投影仪、互动电子白板。”已经52岁的章剑雄笑
称，自己也想找个机会，去新校区亲身体验一
下这些新技术。

■“与新中国共成长”系列报道③

在宁波市曙光中学，70后章剑雄、80后吕竞、90后叶志

合，师徒三人的教学生涯与国家的飞速发展紧密相连。

从自制教具到如今充满“科技感”的智能课堂，他们见

证了教育技术的巨大变革，更在校园内那棵石榴树下，续

写着师徒情深、共育桃李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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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三人合影。

新教师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对前辈
智慧的汲取与自身风格的塑造。因此，
新教师刚入校时，经常会去听听前辈
们的课。从模仿起步，逐步找到自己的
教学风格。

在许多新教师的眼里，章剑雄的
数学课，跟其他老师的不太一样。用叶
志合的话说，就是“很有诗意、艺术感，
温柔而充满力量”。

叶志合补充道：“一般数学老师的
上课风格都是比较直白，快节奏的。章
老师讲话柔和舒缓，慢慢引导学生思
考，但讲的每句话又很精简、到位，这
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会对较难的知识点
感到‘恐惧’。我刚来学校时，就像个学
生一样，如饥似渴地去听她的课。我感
觉我师傅的上课风格与章老师颇为相
似。”

吕竞老师闻言，笑容中带着几分
认同和欣慰。她回忆起自己作为新教
师的日子，那时，她也曾像叶志合一
样，频繁地走进师傅的课堂，模仿其教
学风格，学习如何以更加柔和、耐心的
态度引导学生，如何在课堂上与学生
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她坦言：“我会
像师傅那样，亲切地询问学生对于每
一道题、每一个知识点的想法，同时也
愿意花时间停下来等待他们。师傅的
教学方式对我影响深远，也让我逐渐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在师傅们的悉心指导下，叶志合
的教学日益成熟。吕竞评价道：“他的
课堂不再只是知识的简单传递，而是
充满了思维碰撞与深度探索。叶志合
的兴趣爱好广泛，与学生有着更多的
共同话题，这使得他的课堂更加生动
有趣。年轻教师就像一股新鲜血液，他
们拥有蓬勃的生命力，为学校带来了
无限的活力与可能。”

学校教学楼边的石榴树，见证了
这一代代教师的成长与传承。每当金
秋时节，石榴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
实，仿佛在诉说着师徒间那份深厚的
情谊与共同奋斗的岁月。章剑雄老师
笑称：“我们就像那棵石榴树，历经风
雨，却愈发茁壮，结出累累硕果。”

C 石榴树下的教育情：
师徒情深，共育桃李

章剑雄刚来曙光中学时，便挑起了教研
组组长的重担。为了能更好地激发教研组活
力，推动教研组高品质、内涵式发展，章剑雄
带领着该校数学教研组，在教研组建设方面
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与实践。

章剑雄认为，教研活动内容必须贴近教
学实践，贴近教师的困惑，她介绍说：“因为
组里的老师年龄结构上有梯度，我们就根据
老师们的年龄和他们的需求，灵活组建不同
的教研团队，在教研活动的组织、实施等方
面，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比如为刚工作的老师们组建“每日解题
小组”，为承担公开课的老师们组建“后援团
小队”，为有意愿立项课题的老师组建“科研
互助组”等。因为主题明确，针对性更强，更
具可操作性。建立了共同愿景后，教研组的
凝聚力大大增强，加入团队的老师们学习热
情足，不断互相促进。

章剑雄带过不少徒弟，后来接棒成为新
一任教研组组长的吕竞就是其中之一。2011
年，吕竞来到曙光中学时，学校初一年段只
有9个班级，数学老师大约15人左右。与今
年的初一年段27个班级相比，当时还是个
小团队。

“因为当时团队人少，我有幸频繁地随
师傅学习，受益匪浅。在筹备公开课的过程
中，师傅总是不辞辛劳，耐心细致地为我提
供指导，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默契与亲近
感。她一直鼓励我们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
努力改善和提升自己。这对每位教师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吕竞说。

那些年，章剑雄经常组织集体性的学
习，走出去、引进来。邀请名优教师来校上公
开课、示范课，承办各级各类的教研活动。推
荐优秀教师去杭州、台州、温州等地参加一
些研修活动，观摩全国的优质课。2018年，
曙光中学数学教研组被评为鄞州区优秀教
研组。

在网络快速发展后，教研活动开始线上
教研与线下教研相结合，突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录制微课视频、作业讲解视频，编制
在线测试试题，分享实时互动软件，技术的
迭代升级将线上教研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据介绍，曙光中学是第一批浙教版电子
教材开发基地学校，吕竞正带领着团队参与
电子教材的研发。“也许以后不需要带课本，
连上网络就可以查看教材，还可以链接到更
为强大的资源库，深度阅读和丰富练习。在
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学工具还会如何升级，
我们甚至都想象不到。”吕竞说。

教研团队的壮大：
从师徒传承到集体共进

B

教育工具的变迁：
从自制教具到智能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