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门学科流畅融合

2024.4.15 星期一
责编 徐婕妤 ｜ 美编 张怡凯 ｜ 校对 方牧 教育 A11

4月8日下午，无锡
市知名诗词研究学者、无
锡市诗词研究学会副会
长黄树生博士应邀走进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校
园，为学子做红色经典《毛
泽东诗词集》导读讲座。
这是该校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推进红色经典阅
读的系列活动之一。

“毛泽东的诗词再现
了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
历史画卷，使格律诗词创
作进入了一个新领域。
毛泽东在继承建安文学
苍凉刚劲和宋代‘苏辛’
豪放派风格的基础上，开
创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
大气、开阔、雄浑、磅礴而
又幽默、洒脱的艺术风
格，把中华诗词创作推向
新的高峰。”讲座上，黄树
生向学生分享了如何欣
赏诗词的方法，还教他们
学习用无锡方言来区别
平声和仄声。（程蓉芬）

前不久，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学生参与了一次别样的“追光”之旅。

“追光逐日，不仅是科技的实
力，更传达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浪
漫想象，以及对光芒、对未来勇敢
探索的决心和志气。在座的同学
们就是新时代的‘追光者’……”在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政治老师徐
梦妘的总结中，以《追光——太阳

能利用的新前景》为主题的五科融
合课结束了。1小时的课堂里，江
苏省太湖高级中学地理老师朱燕，
市北高中化学老师李朝、政治老师
徐梦妘，以及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的生物老师尹基峻、物理老师单
臻共同带领学生探索太阳能。五
科老师同上一堂课，这是一次学科
融合的大胆创新。

1、今年的入学报名什么时候开
始，怎么报名？

答：义务教育学校新生入学报名
一般在5月中下旬开始，报名方式以
线上报名为主，访问网址：https://
ywjy.wxeic.cn。特殊情况也可以直
接到学校进行线下报名。具体报名
时间和方式请关注市教育局即将发
布的《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无锡
市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意
见》。

2、申请就读公办学校需要什么
条件？

答：户籍迁入本市的外来人员子
女，监护人有产权房且户籍、房产、实
际居住三者一致的，按照公办学校学
区入学；租房落户人员由户籍地教育
行政部门根据学额情况按照“先学
区，后统筹”方式安排入学。

未落户我市的外来人员子女，
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市区取得居
住证半年以上，且社保缴纳半年以
上，并与市区用人单位签订半年以
上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的，由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
排公办学校或全额购买学位的民办
学校就读。

3、申请就读民办学校需要什么
条件？

答：申请就读保障型民办学校
的，凭学校所在区居住证即可，不设
其他条件。申请就读电脑派位招生
的区属民办学校的，需要在该区取得
居住证3个月（含，下同）以上，申请就
读市属民办学校的，需要在市区取得
居住证3个月以上。

4、社保缴纳和居住证时长怎么
计算，累计还是连续？

答：以入学当年6月30日为截止
时间，往前倒推连续计算。

5、社保缴纳必须要父母双方
吗？单亲家庭怎么办？

答：社保缴纳只需要监护人一方
即可。单亲家庭凭相关证明只需要
提供监护人一方材料即可报名。

6、在外地参加中考，能到无锡上
高中吗？

答：本市户籍的学生，在外地参
加中考并被当地高中录取后，可申请
转入本市同类型同层次高中。

7、在外地读小学（初中），能转到
无锡上学吗？

答：户籍迁入本市的外来人员子
女转学，由户籍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转入学校学额情况按照“先学区，后
统筹”方式安排入学。未落户的外来
人员子女申请转学，由居住地教育行
政部门根据当地教育资源情况视情
统筹安排。

8、租房落户的能就读学区学校
吗？

答：租房落户本市的外来人员子
女，根据学区学校学额情况入学。非
热门学校在接收户籍、房产、实际居
住三者一致的学区生入学后仍有空
余学额的，可有序接纳租房落户人员
子女入学，如无空余学额，由户籍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其他公
办学校就读。

9、社保缴纳和居住证不在同一
个区，对上学有影响吗？

答：报名入学以居住地为主，社
保缴纳在市区即可，不限区域。

10、居住证在市区满半年，但报
名前跨区搬家导致在目前居住地不
满半年，其他条件都符合，在哪里上
学？

答：为防止批量临时择校现象，
居住证在市区满半年，但在目前居住
地不满半年但超过3个月的，由居住
地安排在最后一批入学；在目前居住
地不足3个月的，由居住地根据学额
情况视情安排。

（锡基）

以生态文明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核心，，融合融合55门学科门学科

这堂课带学生这堂课带学生““追光逐日追光逐日””

1小时的课，5门学科，5名老师，如
何做到最佳“配合”，呈现最佳效果？备
课成了关键环节。

采访了解到，这堂融合课经过了两
个月的精心打磨，江苏省中学灾害地理
教育研究所、无锡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和
无锡市李树民名师工作室、王荐名师工
作室、张旭东名师工作室、刘海名师工
作室、黄皓名师工作室都参与了这堂课
从构思到落地的全过程。

通过集思广益，团队获得了课堂思
路的“最优解”。“这堂课我们已经反复
上了许多次，既当老师，也当学生。”正
高级教师、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教科室
主任王荐强调，团队备课过程中始终强
调让学生站在课堂中央，把学生活动作
为核心问题去考虑。

尹基峻已经第二次参与融合课，他在
一次次实践中寻找让学生更快理解知识
点的方式。“实践出真知。”尹基峻认为，备
课期间外出研学以及课上的实验设计能帮
助学生直观了解抽象的知识点。

“对核聚变的内容印象最深刻。”采访
中，多名学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物理
知识。而最初，单臻还在担心知识点难度
过高，打消她顾虑的是学生积极的课堂反
应，“我达到了教学目标之一：激发学生对

物理的兴趣。”单臻兴奋道，她希望为学生
多拓展一些知识，便与团队一同商量，调
整知识点的难度，让学生“跳一跳”就能够
得着。

学科融合是趋势，跨学科的过程就是
学生构建全面知识体系的过程。去年9
月入职的新教师李朝通过课堂实践深刻
认识到这一点。“最开始很好奇，几个老师
一起上一堂课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新课堂
形式，就揣着一颗好奇的心和探索新事物
的态度参与了。”李朝说，在团队一次次关
于融合课的探讨和思维碰撞中，学科间的
衔接越来越自然，她逐渐意识到知识需要
这样环环相扣、逐步深入的讲解方式，希
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与融合课的探索实
践。

生态文明教育正在市北高中深入
开展。“如今，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太阳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十分
常见，这是我们带领学生‘追光’的原
因。”李树民表示，接下来，还将为学生
带来更多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融合
课。生态文明是生存的永恒主题，当学
生拥有了从理论原理到现实应用的成
套知识体系，就能明确未来要学什么、
怎么学、如何付诸行动，从而成为真正
的“追光者”。 （杨涵）

聚焦生态文明教育，融合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和政治5门学
科的这堂课，是市北高中省“十四
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指向普通
高中生态文明教育的地理跨学科
主题学习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最初以为是一堂单纯的地理
课，直到物理老师紧跟着上台讲解
核聚变的时候，我意识到这节课不
一般。”市北高中高二（11）班学生
邱可儿说，虽然老师不同、学科不
同，但是他们之间过渡流畅，没有
割裂的感觉。

一段关于敦煌100兆瓦熔盐
塔式光热电站的视频开启了师生
的“追光”旅程。在朱燕和单臻的
引导和讲解中，学生从地理和物理
学科层面探索熔盐塔式光热电站
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洞察核
聚变释放能量的奥秘。李朝的出
场让学生印象深刻，她一直“隐藏”
在学生中间，直到单臻提问“发电
站在晚上或阴天如何利用太阳能”
时，她才起身带领学生了解熔盐储
能技术的化学原理。除光热发电
之外，太阳能还有多种应用形式，

如光合作用、光分解水制氢和光伏
发电，尹基峻指导学生在动手实验
中直观感受光合作用下的能量转
化。

“从技术研发到项目落地，每
一步都凝聚着创新的力量。”在徐
梦妘的讲解中，学生了解到光热电
站不仅将干净、高效的绿色能源输
送至千家万户，还推动了当地及相
关产业的发展，践行着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质子碰撞、光合作用、能量转
化……学生陆倩怡记住了课堂上
不少亮点，“不同学科的老师都在
最适合的时间为我解开疑惑，为我
构建起了完整的知识体系。”

融合课的精彩不仅仅在1小
时的课堂里。此前，课程团队与学
生一同走进国网无锡市新吴区供
电公司和车网互动示范中心上了
堂“延伸课”，太阳能电池板、光伏
发电等课本中的文字成为眼前实
景，专业人员还与学生展开现场对
话，这段经历以视频方式在课堂上
呈现。“我觉得课本里的知识离我
们更近了，能深刻感受到国家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邱可儿说。

这次“追光”之旅筹备了两个月

十个问题解读无锡外来人员子女入学政策
专家进校导读
“红色经典”近日，就外来人员子女入

学的10个热点问题，市教育
局进行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