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改笔记

让信息课融入生活
信息技术是基础教育阶段

一门非常重要的技能型课程，操
作性很强，原本应该是学生很喜
欢的一门课。 但在现在的课堂
上， 学生要被迫学习相同的知
识，被动接受相同的试卷，所有
的学生统一模式，像机器人一样
被“复制”出来，没有选择的余
地。他们学习知识都是———教师
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 在这样
的背景下，如何使信息课让学生
喜欢？

显然，跟着教材亦步亦趋并
不是信息课应有的上课方式。作
为一名信息课老师，追随着课程
改革的步伐，我一直想从生活中
汲取养分，充实自己的课堂。

譬如，高一信息技术选修模
块中， 有关于全景图的一个单
元。 此单元的教学要求较高，它
要求学生了解全景图的类型及
效果原理。对于学生从未接触过
的知识， 如何把学生引入课堂？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我左思右
想，忽然灵机一动：现在的手机
不是大多数都有全景拍摄的模
式吗？ 何不让学生自己尝试一
下？ 于是，我允许学生把手机带
入课堂，在讲解完全景图的基本
原理后，让学生用手机亲自拍摄
全景图， 体验全景图的拍摄原
理———没想到学生的兴趣一下
子来了！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
到课堂中来， 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积累了生活经验。他们把所学
到的知识用到了生活中，一举两
得，这不正是我们学习信息技术
课的初衷吗？

现在很多学生感兴趣的活
动， 都需要信息技术学科的知
识积淀。 比如校园电视台，需要
学生会拍照、 会摄像、 会修照
片、会编视频；再比如机器人小
组， 需要学生有很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以及程序设计的基础知
识……这些都是信息技术“课
标”中要求的内容，我认为只有
抓住学生的兴趣点， 只有把知
识与生活相联系， 只有符合学
生的“最近发展区”，才能最大
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促进
学生的成长， 使每个人让能走
的走稳健，能跑的跑迅速，能飞
的飞畅快……

放开手， 在安全的前提下，
让学生主动探索，想办法解决问
题，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不
仅参加活动，更多的是体会到自
主学习带来的乐趣，从乐趣中学
到知识，我们能更完美地实现自
己的教学目标：寓教于乐，学以
致用！

（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 姜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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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听日常
课， 还是听公开课，
我特别注意教师的
眼睛。 我凭直觉，眼
睛亮亮的，带着温暖
四处扫射的教师，一
定是个会上课的教

师，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
记得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先生的故

事。 因家庭生活困难，直到三年级他才有机
会插班入学读书。 他非常喜欢教数学的斯
紫辉老师，因为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斯
老师每星期用一节数学课给学生读 《爱的
教育》这部小说，整整一个学期读完。 最后
一节课，用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命名班上的
同学，这多么光荣！ 可是，蒋风一直没有“被
命名”，好不伤心。 斯老师在走出教室时，总
要习惯地“转身”，再扫视教室。 正是在转身
回眸间，斯老师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发现，

蒋风的伤心与期盼， 正是那双会说话的眼
睛把蒋风请到宿舍， 在诚恳地自我批评之
后，送他终生难忘的礼物———《爱的教育》。
此后，这《爱的教育》犹如一双眼睛总是提
醒他、鼓励他。

席慕蓉也忘不了她数学老师的眼睛。
初三毕业前，老师给他们上数学辅导课，讲
到一半，在黑板上留下四道题目，让学生分
小组讨论。 席慕蓉专注于讨论， 偶尔间抬
眼， 看到数学老师看着她， 眼光里充满信
任、鼓励和期待。 在同学的帮助下，她做会
了其中三道题，毕业考试得了 75 分，顺利
通过了。 席慕蓉后来常常这么描述：每当我
写诗、作画、读书时，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看
着我，那就是数学老师的眼睛，那么慈祥，

那么温暖，那么动人。
我读中师时， 最喜欢到一位姓羌的老

师的宿舍去。 宿舍墙壁上挂着羌老师的照
片，那时他肯定不到 30 岁，微斜着头，一条
羊毛围巾一头甩在脖后， 一头轻轻挂在前
面，那么帅气。 尤其是他的眼睛，在镜片后，
显得沉着、 深邃， 似乎要看透你心中的一
切。 他没给我上过一堂语文课，但他却给了
我最具体、最生动的语文教育，因为生活中
所聊的一切，都会沁入我的心灵深处。 每讲
完一件事，他总是用眼睛来探寻我的想法。
几年前他辞世了，但我常常想起他，我总觉
得一直到今天， 他还是用那双深邃的目光
注视着我，似乎想告诉我一切，提示我去思
考一切。

于是，我始终认为，教师必须有一双最
亮的眼睛，勇气、智慧、关怀、启发、鼓舞、提
醒，一切的一切都在那眼睛里。反之，那种无
神的、恍惚的、不关注的、缺少爱意的、轻蔑
的、漠视的眼光，给学生带来的一切可能不
是真正的教育，更不是好教育。做老师，从练
一双眼睛开始，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作家托马斯·沃特曼曾这样描述过他
母亲的眼睛：“她需要一双能透过紧闭的旁
门洞察一切的眼睛， 然后她才可以胸有成
竹地问：‘孩子们，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另
一双眼睛将长存在她的后脑勺上， 用来专
门看那些她不该看到而又必须了解的事
情。 当然，在前额下面也有一双眼睛，当孩
子有了过失或麻烦时， 这双眼睛能够看着
他，而不必开口，就能够明确地表述出‘我
理解并爱你’的意思。 ”

老师，你有这样的眼睛吗？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老师的眼睛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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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部经典影视作品 ， 可以用来干
什么 ？

作为一名爱好电影的教师，观影 10 年
来，我存下了一笔不小的“电影积蓄”。 我总
觉得，这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每当我从
中汲取思想的养分时， 也时不时萌生出与
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的念头。 毕竟，“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
从这些经典影视中获取正能量？

于是，在去年，我将之与德育整合，做
成了“影视德育”课程：组织全校学生统一
观影，举办主题晨会、班会、沙龙，开展观后
主题征文、评比，刊出影视德育专刊、黑板
报，自主开发经典影视清单与学生分享，观
后推荐同类经典作品再欣赏等， 一连串动
作应运而生。

我梦想通过影视德育系列活动做 “优
雅德育”。 让我惊喜的是，师生在教室统一
观影时出奇地安静、投入，许多学生都不愿
意中场休息。 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呈
现出来的饱满的生命状态， 也让我感受到
影视课程的真正价值。

在共鸣中优雅对话

做影视德育 ，首先要去寻找 、营造一
个学生们都能有所思考 ，有所共鸣的 “共
同话题”。

比如， 怎么教育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和
慎独？ 我让全校学生观看韩国电影《春夏秋
冬又一春》，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小和尚把
石头绑在小鱼、青蛙和蛇身上，让它们负重
出行，导致了它们伤残甚至死亡，老和尚为
了让他体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道
理，让他背着石头在庙门前走一圈，后来小
和尚幡然醒悟。

第二周晨会讲话，我就结合学生行规，
谈“换位思考”和“慎独”：“我们穿着那么显
眼的校服忘情地在大路边打牌， 在大路上
牵手，换位想过学校的声誉吗？ 老百姓才不
管你叫什么，住哪里，他们只认你们这身校
服：某某中学的。 那些在课堂上用手机、在
教室里玩游戏、 在学校里喧哗的同学总是
想：没那么巧吧，刚好我被发现？ 事实恰恰
是我们经常无意邂逅了这些令人心痛的画
面。 其实我们的身后时刻都有一个 ‘老和
尚’ 在关注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可老师希
望，如果身后没有‘老和尚’，你的心灵也在
时刻审视自己。 ”这成了我的晨会讲话模式
之一：看一部电影，形成一个共同话题，务
求师生对话有共鸣：看《放牛班的春天》谈
“我们都可以很优秀”，看《活着》谈“梦想与
坚守的力量”，看《那山那人那狗》谈“父与

子”，看《忠犬八公的故事》谈“超越人与动
物的界限”……

所以，我们不仅看，而且对话、讨论、写
作，还让学生也收集、推荐、解读经典影视。
因为开发影视课程资源，不是学校组织几个
老师去简单地放放电影，而是引导学生共同
参与，一起采集、整合的系统工程，在参与中
感受和感动，在感受和感动中升华境界。

剖开人性的自我教育

今年初，我为 50 多个孩子做公益电影
讲座。 当天选择的电影是由莫言名篇《白狗
秋千架》改编的《暖》，这是一部会让人误以
为是爱情片的电影，而它的真正主题是：人
性、反省与觉醒，正如片尾主人公独白“我
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 一位男同学起来解
读时， 联系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小说
《追风筝的人》改编的电影《追风筝的人》，
说，这两部电影都是讲人性、反省的，我高
兴之至———他从电影中读懂了为人处世的
道理。 这部电影旨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
学会勇敢地反省和面对自己曾经的过失，
要真诚而严肃地对待自己人生的每一个承
诺。 我至今难以忘怀孩子们把头抬得老高
听我剖析人性的画面， 更忘不了他们学习
并践行鲁迅“无情解剖自己”的深刻内视与
自省。

佛教题材电影《禅》也教我们换位、悲
悯和慎独，日本生命电影《入殓师》教我们
超越生与死的界限， 摩根·弗里曼、 杰西
卡·坦迪两位老戏骨的《为黛茜小姐开车》
教我们抛弃偏见， 超越人与人的界限，朴
实无华又催人泪下的 《忠犬八公的故事》
教我们超越人与动物的界限，奥斯卡最佳
影片《国王的演讲》教我们坚毅与责任，尽
显共产党员本色的 《杨善洲 》教我们欣赏
崇高 、学会奉献 ，直指教育的 《死亡诗社 》
教我们独立思考与大胆发声，深刻反省的
《围捕》教我们反战与种族平等，跨越国界
的 《千里走单骑 》教我们理解与交流……
开发下去， 这绝对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它
包罗万象。 静静地欣赏这些电影，并组织
观后晨会 、班会 、沙龙 、征文让学生畅谈 ，
是否比我们上一堂说教式的班会课新颖
很多、优雅很多？

观《放牛班的春天》，初一的施力维写
道：“十恶不赦的孩子是没有的， 即使坠落
深渊，只要拉一把，总会逃离黑暗的。 ”观
《活着》，高二的严鋆写道：“它的名字是‘活
着’，但却接二连三有人死去。 这是努力活
着但始终摆脱不了命运捉弄的悲哀， 还是
死了却坚持永存精神的赞颂？ ”观《感动中

国 2012》，初三的徐跃纳写道：“令人感动的
不是他们有多不容易， 而是他们完美地诠
释了生命与人性。 ”观《傻瓜》，高二的叶一
舟写道：“在亲情与爱情中， 不存在天才与
傻瓜。 在傻瓜的世界里没有好与坏，只有爱
与不爱。 ”观《千里走单骑》，初三的唐张敏
写道：“一个人，两种面目，一个掩饰，一个
真实， 用不同的眼光， 透过掩饰， 看到真
实。 ”……多少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发
乎笔端，让人欣慰于他们逐渐读懂人性、人
生的自育过程。

其实， 观影者与影视创作者在这种心
有灵犀的互动中， 共同体味一种对人间世
情的看法，感受情感世界的变化与无常，甚
至， 他们能在看似互不相见的隔离中同样
体会到一种意蕴深远的人生滋味， 而这种
默契和相知的魅力， 恐怕不会比任何交流
方式来得逊色。

立体的“美育”

影视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 它融
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摄影、表演、建筑、服
装、设计等众多艺术，可以说，看一部优秀
的影视，就是一趟美的旅行，一次高雅的美
育行动。 长期从事电影教育的夏昆老师也
认为，电影鉴赏是“为学生开一扇窗，用这
些美好的东西来滋养他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从 《那山那人那狗》、《我的
父亲母亲》、《战马》、《西藏往事》、《追踪马
苏比拉米》尽赏湘西山水、河北草原、英国
乡村、西藏高原、热带雨林的唯美风光，也
可以从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理智
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 等一系列小
说改编的电影中看到英伦三岛唯美的庄
园景色；我们可以从张艺谋的电影中看到
极致的红与黄，也可以从霍建起的电影中
看到极致的绿和灰白 ；我们可以从 《肖申
克的救赎 》中听到让人心驰神往的 《费加
罗的婚礼·夜色温柔 》，也可以从 《放牛班
的春天》中听到穿透池塘之底的童声合唱
《Caresse sur l'océan （海面上的清风 ）》、
《Vois sur ton chemin （看看你经过的路
上 ）》；我们可以从 《遗愿清单 》中看到杰
克·尼科尔森和摩根·弗里曼出神入化的
对手戏，也可以从《国王的演讲》中看到科
林·费斯“像真的一样”的口吃表演……

经典影视之中有大美，我一言难尽，越
是一言难尽， 我就越觉得影视的美育价值
之重大，让人无法拒绝，这是我不断广泛观
影、挑选经典、扩充存库的不竭动力。

还有比这更好更立体的“美育”吗？ 中
学生应该要学会发现美和欣赏美， 他们青

春澄澈的眼睛里应该盛满美， 他们应该沐
浴着美而向上生长。

电影照进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冯大鸣博士指出， 德育
工作者需要具备三大德育能力： 解读的能
力、激发的能力、描述的能力。 不得不说，很
多老师在“描述能力”上有所欠缺。 “德育工
作者靠的是‘嘴皮子’功夫，面对的是形形
色色的心态。 ”我们都知道一个教育常识，
同一个学生同一个事件， 让不同的老师去
处理，往往会有不同的效果，这里面，除了
思维和手段，很多时候就差在“描述”的功
夫上，说白了，就是说话能力问题。 所谓说
话能力，固然与语言表达本身有关，但素材
却至关重要。 素材陈旧，学生就嫌老套；描
述浅白， 学生就嫌乏味。 学生从内心里排
斥，德育效果就差。 事实上，作为德育素材，
影视资源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既可
用语言进行故事性描述，又可直观欣赏。

一位女教师告诉我，她一直坚持自己观
赏经典影视作品，然后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
给孩子描述这些经典影视的故事，孩子获益
良多， 渐渐喜欢上了用影视来完成自我教
育。另一位女教师，她在儿子 2-11 岁的这些
年的教育里， 一直坚持给孩子讲电影的故
事， 并保持每周全家人看一部电影的习惯，
这位老师的德育描述能力逐年提升，她的孩
子如今独立、优雅，并十分喜欢用电影来充
实自己的生活，完成对很多学习和生活问题
的认知。 这是家庭教育的典型例子。

我校一位班主任跟我说班上有一位单
亲、贫困学生，问我如何跟他谈话才会真正
给他鼓舞？ 我给她推荐巩俐主演的电影《漂
亮妈妈》，电影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单
身妈妈和一个聋哑儿子艰难生活下去的故
事！ 我叫她看了这部电影去跟孩子聊这部
电影，描述这个故事，进而让孩子自己也去
观赏，完成自我教育，再伺机进行对话，无
须多说其他。 她后来很激动地告诉我，这方
法效果很好， 尤其比以前那种传统的谈话
好，甚至还有家访都起不到的作用。

除了一个学期固定的 3-4 部统一观看
的电影外， 我在做影视德育课程时给全校
学生开发分享的影视清单上的作品， 建议
班主任要广泛涉猎， 在碰到各种德育问题
时充分利用这些经典影视进行描述， 传递
德育理念。

因为我相信，在电影里面，总会有一种
感情能打动人，影响人，引导人向着真善美
的方向行进。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四中学）

附:林甲景影视课程观影清单目录

一、超越界限，众生平等（超越人与动
物的界限、超越人与人的界限、超越生与死
的界限）。

二、活着的姿态（我们都可以很优秀、
梦想与坚守的分量、 有一种生命的价值叫
崇高 、 随波逐流的时代要学会换位与慎
独）。

三、 动人亲情是永恒的 （母爱有多伟
大、爸爸爸、手足情深、跨越血缘的亲情、亲
情无国界）。

四、朋友啊朋友。
五 、浮华的年代里 ，我们怎样认识爱

情 ？
六、历史、战争及人性（战争给我们带

来了什么、和平年代更需要回望历史、战争
与灾难中的人性思考、 新的时代里我们怎
样认识历史上的大人物）。

七、孩子，让我们一起思考教育……

电光声影里的优雅德育
□ 林甲景

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联系人：黄浩 联系电话：010-82296843

★课程叙事
学校的产品是课程，作为学校、教师

拥有较大自主权的校本课程， 往往有着
别样精彩。 在学校或者班级里，你正在探
索什么样的个性课程， 在探索过程发生
了什么触动心灵的故事， 又带来了什么
样的思考？ 如果有所感触， 不妨写一写
“我的课程实践”，同时，你还可以用镜头
记录某个活动瞬间， 一并发给我们。 字
数：2000 字左右。

★我的课程实践
在学校或者班级里，你正在探索什么

样的个性课程，在探索过程发生了什么触
动心灵的故事， 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
如果有所感触，不妨写一写“我的课程实
践”。 字数：2000 字左右。

★有味道的学校
你所在的学校，是否有独特的气质？ 它

背后承载的文化是什么？ 请以“学校文化”
为主题，阐述你对它的认识，或者介绍你所
在学校的文化特色。 字数：2000 字左右。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
新课改启动以来，你的学校是否在践

行课改精神的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课改
成果？如果有，不妨来稿介绍成果的内容。
字数：3500 字左右。

★课改茶座
你对时下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有

何思考？ 新课改给你带来了哪些触动？ 如
有思索，不妨写成文字，可叙事，可评述，
形式不限。 字数：1500 字左右。

★开学第一课
开学在即， 你将如何

设计自己的第一节课 ，给
孩子们一个久别重逢的惊
喜？ 欢迎来稿，晒一晒你的
“开学第一课”。

★我的中秋课
传统的中秋佳节就要

来临了， 你是否有好的创
意， 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感
受中秋的韵味？ 欢迎来稿，
分享你将如何引导孩子认
识中秋节。

●
长
期
征
稿
话
题

●
近
期
征
稿
话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