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和老师们一起磨课交流，
很多时候，发现老师们花在课件制
作上的时间甚至超过对教学过程的
钻研。

教学课件是辅助教学的多媒体
教具，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产物，
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也是教育现
代化的标志之一。说实话，课件可以
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工具，使
教学更加生动和有趣，更容易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是，一堂课的教学效率的高
低，主要取决于教师对教材的解读，
教学活动的设计，课堂上问题的设
置，对学情的把握等等因素。至于课
件，在某个特定的环节，展示一些难
以用语言描述的概念和现象也许能
起到作用，但绝不是核心所在。

课堂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有很多。笔
者曾经亲测过有效的方法，如，课前
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变换一下语
调、一起做拍手游戏、共同读一首童
谣、静坐一分钟……唯独用课件去
吸引学生，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那
会让学生渐渐地不再注意屏幕以外
的东西，比如课本，比如老师，比如

教室应该有的模样。他们只关心屏
幕上有什么，那是一种直接的视觉
感官刺激，带来的或许是暂时的安
静聚焦，留下的则是注意力容易分
散的隐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
家长用电视、手机让孩子安静是一
样的。

再说，要独立完成一个还算精
美的课件，没有一两个小时搞不定。
有些薅来的资源，课件内容很难与
自己的教学思路相吻合，修修改改
删删减减，甚至比重新做还要耽误
时间。尤其是低年级的课件，总想弄
得五花八门一点、可爱活泼一点。有
时候为了配一张合适的图，要在几
百张图里找。

最要命的是，用课件时还会发
生意外。一个不注意就多翻了一页，
本来预设讨论后才得出的答案，一
开始就让学生们全看到了，只好草草
带过。尤其是公开课，光课件都要预
演多少回，就是怕出现操作失误。即
使再熟悉的内容，也会边上课边想下
面要放哪一页课件？什么时候出示？
需要学生答到什么份上出示才最完
美？课堂，就这样被课件绑架。

过分强调课件在教学中的作

用，而忽略教师自身作用，这肯定不
是一件好事。使用课件是否一定优
于传统教学方式，这还真不能一概
而论，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
语文教写字，就不必用课件了。有哪
一个动画的写字演示，或是讲解的
视频，有老师当堂范写的效果好呢？
老师书写的时候，是孩子们全身心
崇拜的时刻。他们感受着汉字的笔
画在田字格里的舒展飘逸，体会着
方块字的横平竖直撇捺穿插，这是
课件无法带来的。朗读教学时，很多
老师让孩子听音频或看视频，发音
是标准，但那是机器的声音，是没有
温度和感情的。用课件来辅助朗读
的教学效果肯定不如老师范读，带
着孩子们一起读，哪怕老师的发音
有些许瑕疵，那种面对面读给孩子
听的情景交融之感，和孩子们的眼
神交流，是发音再标准的音频视频
都没法替代的。

课件的定位应该是锦上添花。
甩开课件的包袱，花更多的时间在
解读文本上，在思考课堂的流程上，
在反思学生的表现上，课堂才会更
高效。上好课，实在无需过多依赖课
件。 陆青春（宁波市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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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练好教学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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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术的快速进步，方便了学
生查找资料及答疑释惑，成为学生
学习中的有力助手。因而，学生使用
AI工具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正
在从大学生到中小学生渗透。

在校内学习生活中，中学生是
没有“手机自由”的，遇到难题只能
自己动脑筋，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会去问同学或问老师。但是，到了
星期天节假日等不在校的学习中，
如果学生有了“手机自由”，遇到难
题找AI，就成了很多学生完成作业
及解决学习问题的重要方法。如果
仅仅是用 AI 辅助解决学习难题并
无不妥，问题在于有些自制力较弱
的学生直接将作业“外包”给AI，自
己成了甩手掌柜。更突出的问题还
在于用 AI 实现“学习减负”在中学

生中具有一定的传导效应。
如果学生经常用AI写作业，势

必影响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部分
中学生在校外的学习中使用AI，主
要原因是存在学习困难，不愿意动
脑筋。而越是不愿意动脑筋，学习困
难就会越多。因而，不恰当使用 AI
即使提高了作业的正确率，但学生
的思维却处于闲置状态，对学生学
习能力的培养、探索精神的磨砺都
造成严重的阻碍。

AI的存在是科技进步的必然，
今后还可能会研发出比 AI 更方便
快捷的辅助工具。但是，AI 也是一
把双刃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
用 AI，一定是利弊共存。合理使
用，AI 能产生辅助作用。如果学生
缺乏对学习的正确认知，不具备一

定的自制力，AI 用得越多，弊端一
定也越多。

作业都对，一考试就露馅，这种
现象在很多学校都存在。基于此，布
置分层作业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如果每个学生的作业都适合他们的
学习力，找AI帮忙的问题就会减少
很多。老师在批改作业时，不能只关
注做没做对，更要关注是不是学生
自己做的，要敏锐地嗅出作业中有
没有“AI味”，要尽最大的努力从根
源上让学生从依赖 AI 做作业中走
出来。

寒假将至，各科都要布置一定
数量的寒假作业，如何让学生独立
完成作业？如何防止中学生使用AI
做作业？还需未雨绸缪。

吴维煊

从“抱抱树”看教育
近日，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的保安和孩子一起给“抱抱
树”做了毛衣。学校老师表示，希望
孩子能和大树有个美好的互动，在
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爱心的传递。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大树“穿衣”
后，收获了不少学生的点赞。学生在
社交平台发帖称赞学校“有温度、有
创意”。

（12月23日《宁波日报》）

有别于商家将门店前的行道树
穿上“花衣服”，是为了招徕顾客，学
校师生将校园里的树木穿上冬装，
做成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抱抱
树”，吸引同学们来此打卡、与大树
拥抱、合影，是为了让同学们放松心
情，缓解焦虑，收获情绪价值，受到
学生的欢迎自在情理之中。

细究“抱抱树”成为学生“新宠”
的缘故，其实还是与教育有关。只不
过，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可
以说是课堂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能
起到一种更温暖、更积极的教育效
果。

大致分类一下，校园里的“抱抱
树”涵盖了三种教育元素：

其一，环保教育。“抱抱树”为什
么只出现在冬天？因为寒冷，要给树
木保暖，就像给树木刷石灰是为了
防冻、防虫一样的道理。一听说学校
要做“抱抱树”，学生纷纷把家里的
旧衣服、旧玩偶、旧玩具等拿来，废
物利用，做成漂亮的“抱抱树”，让大
树安全越冬。这是最直观的环保教
育。

其二，生命教育。“抱抱树”为
什么让学生感到可亲可爱？就因
为穿上“保暖外套”具备了人的特
性，学生们很自然会将大树拟人
化，在人与大树之间建立起感情，
由此明白了万物皆有灵、自然万
物与人类应该结成命运共同体、
爱护地球上的一草一木就是爱护
自身的道理。

其三，审美教育。学生们在装
扮“抱抱树”时，会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化身为设计师，脑补各种
美的玩法，尽量要把大树装扮得漂
漂亮亮，吸引眼球。有的学生们会
把“校园吉祥物”穿在树的身上，有
的会在上面装点个性化的挂件、卡
通画什么的，更有学生还为装扮的
大树起了名字“故事树、雪花精灵、
滑梯公主、憨小熊王子……”制作

“抱抱树”的过程就是一次艺术创
作的经历，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审美
情感，还能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
艺术表达能力。

故此，笔者乐见有更多的学校
将校园里的大树制作成五彩斑斓的

“抱抱树”，让可爱值爆表的“抱抱
树”将冬日的校园装扮得更有喜感，
更有人情味。 陌上青

勿让学生作业
充满“AI味”

教师来信

近日，大学生作
业中 AI 使用泛滥的
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
和讨论。据澎湃新闻
报道，大三学生傅雪
在一周内完成了7000
字的结课报告，其中
大量使用了 GPT-4
进行内容组织和图表
生成。不少学生甚至私
下 购 买 ChatGPT 会
员，视其为“科技付费”
的新趋势。

（12月20日 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