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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辨析AI写作、用
AI技术分析课堂……江苏
省天一中学正在探索新时
代教育的无限可能。

11月 22日，第 20届
全国“聚焦课堂·三注重课
堂”研讨活动在天一中学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0 名教育工作者齐聚
天一。此次研讨活动包括
“同课异构”展示和学科专
题讲座，覆盖九大学科。
此外，学校还开设了学生
发展指导、技术教育、劳动
教育等特色板块，全方位、
多角度地展现当代教育的
多样性与前瞻性，共绘未
来教育的蓝图。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一直努力关注
着每一个孩子，陪伴他们寻找成长路上
的美好。可是班级中却有一个他总是缩
在角落，躲避所有人的目光。他，就是小
俊。

“你作业为什么不写？”“是来不及
吗？”……这样的独角戏几乎每天都会在
办公室上演，望着眼前这个低垂着头，一
声不吭的男孩子，我陷入了沉思。要想
改变这个“闷葫芦”，必须找到他背后的
原因。我决定对小俊进行一次家访，深
入了解他的家庭情况。

我了解到小俊全靠外公外婆一手带
大，爸爸在小俊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妈
妈为了让小俊有更好的生活一直在上海
打工。家里只有外婆每天陪伴小俊，给他
做饭，送他上学。家访时我把小俊开学至
今的表现告诉外婆，外婆听了，就当着我
的面边哭边训斥小俊：“一家子辛辛苦苦
拉扯你长大，你再不听话，你妈妈也会不
要你的！”小俊抬起了头，注视着我，很快
又将头垂了下去。那一刻，我明白了小俊
为什么自卑、不爱说话。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关注这个
孩子，想给他正确的引导，但在和他的数
次交流中，他总是眼神躲闪。于是那段
时间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主动寻求心理
老师的帮助，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商量对
策，努力寻找合适的教育时机。契机终
于出现了。一节音乐课上，全班都在认
真学吹竖笛，小俊却因为没带竖笛坐在
教室的角落里。我走过去让他帮忙把教
室后边杂乱的凳子摆放整齐。过了一会
儿他竟主动地修理起了一张坏了的凳
子。那张破损的凳子，经过他的小手，竟
然奇迹般被修复了。我悄悄跟他说：“小
俊，老师觉得你动手能力特别强，老师要
代表同学们感谢你，谢谢你修好了凳
子。”他听完害羞地低下了头。

让小俊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让他振作起来的途径。于是，我
要让小俊“忙”起来！我开展了以“换文
具or修文具——动手能力大比拼”为主
题的班会活动，首先引导每一位学生认
识到，文具坏了不是只有扔了换新这一
种解决方式，而是要珍惜文具尝试去修
复。孩子们带来了坏掉的自动铅笔、卷
笔刀、修正带等，积极参与到文具修复的
比拼当中。小俊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
获得了同学的认可。之后教室里有破损
的椅子、黑板擦，同学都会请他帮忙修
理，小俊俨然成为了班级里一位专业的

“维修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观察到，
小俊还很爱护教室环境，洗拖把、拖地、
换垃圾袋这些事情他都抢着干，而且比
其他同学打扫得更加用心。我组织了班
委会议，投票表决，任命小俊为班级里的

“劳动委员”。
慢慢地，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小俊，他

会对我笑了，走路也不再总是低垂着头
了，在体育课上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打
篮球了。

看着小俊一蹦一跳走出校门，我意识
到，他找到了曾经“遗失”的美好。

全国近3000名教育工作者齐聚

天一中学坚持“聚焦课堂”20年

寻找“遗失”的美好
无锡市新吴区高浪小学 李明秋

经过 20年，“聚焦课堂”已
经成为全国性的教育研讨品牌
活动。自2004年起，这一活动
吸引了来自中国30多个省、区、
市的4万余名教育工作者，交流
研讨的深度、广度上也在不断加
深与拓展。

“活动抓住了教育改革最核
心、最要紧的环节，那就是课堂。
所有教育改革必须落在课堂上才
能发挥作用。”当天，张华以“为创
造而学知识——走向素养本位课

程与教学”为题与在座教育工作
者分享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让
创造成为老师教和学生学的方式
是当前课程改革的导向。在“聚
焦课堂”活动中，老师们跨越学
校、跨越地区展开自下而上的研
究和创造，进而改变当前的教育
生态。

不同课堂文化的碰撞相融
带来新的教学可能。“课堂是师
生共同成长的主阵地，也是教育
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陆

锋磊表示，学校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老师提供自由开放的研讨交
流平台。在同课异构的过程中，
邀请不同地区的老师开设同一
课题的课堂，他们互相学习，在
交流探讨中完成批判和选择，从
而改良自身的教学设计，提升教
学水平。接下来，天一中学将坚
持聚焦课堂，开发更多课堂内容
和形式，寻找师生面向未来成长
的多元路径。

（杨涵）

引入数字化评价是天一中学
实现课堂“三注重”的实施路径之
一。“三注重”即注重情感体验、注
重自主学习和注重主动创造。当
天，天一中学多名老师的课堂实
践体现了这一课堂理念。

“AI写作确实不可小觑，但
这是否意味着人的写作就已经
被AI超越甚至可以取代了？”陆
雨婷的问题抛出后，学生根据文
章素材畅所欲言，表达所思所
感。这堂课题为“词语积累与词

语解释”的语文课上，“辨析AI
写作”环节的设计十分新颖。陆
雨婷引导学生自行体会AI用词
与知名作家用词的不同之处，
看到情感的关键作用。45 分
钟里，学生的思考和表达推动着
课堂不断深入。

聚焦课堂，思考不止。近
年来，天一中学的课堂理念在
不断优化更新。“我们更关注学
生通过这堂课收获了多少，得
到了怎样的启发。”天一中学执

行校长陆锋磊表示，从教学“三
注重”走向学习“三注重”，老师
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在下降，
学生成为主角。

理念的变化也直观体现在
学校“三注重”课堂评价表上。
在“表现”一栏，学校明确了三
个关键词：积极主动、思维互动
和活泼生动，指向对象均为学
生。“我们要为学生的高校学习
作准备，为职业生活作准备，为
未来发展作准备。”陆锋磊说。

AI如何成为课堂的有力助
手？

当天上午9点15分，天一中
学多个学科的第一堂课全部结
束，课堂录像被拷贝至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开发的高品质课
堂智能分析系统中。系统对师
生的语言、神态和行为等进行精
准分析，生成课堂诊断报告。“课
堂就像一个‘黑箱’，老师要全方
位观察和分析一堂课并掌握学
生的学习状态难度很大。因此，
我们借助AI技术全面呈现课堂
情况。”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副教授王哲表示，系统会精

准反馈学生的参与度、互动频率
等，帮助老师精准调整教学方案，
达到“学为中心”的目的。

下午1点，高品质课堂智能
分析报告解读开始。针对天一
中学语文教师陆雨婷的语文课，
系统给出了14页的分析报告。
记者看到，报告中包括教师提问
数量、课堂话轮数、教师讲授语
速等数据以及参考范围，并绘制
了课堂活动具体时间分布图
表。此外，系统还对老师和学生
的问答内容进行了具体分类。

“‘AI+教育’是未来趋势，
但并非全部。”王哲表示，系统本
身不能取代专家解读和判断，需

要一线教师、教研员等以专业研
究者视角进一步理解与分析课
堂，进而给出更加准确和科学建
议。“AI技术会成为未来课堂的
得力助手，但不会成为主导因
素，因为教育的本质是灵魂的
触动。”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华说。

围绕 AI，还有许多教育话
题值得探讨。浙江大学计算机
研究院智慧教育中心高级研究
员莫英强围绕“新高考视域下
AI赋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
践探索”这一主题与前来参与
活动的老师分享观点。

“三注重”，不断优化课堂理念

打造开放性的交流平台

家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