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
教育

责编：常悦 责校：朱福全 美编：郁美静 版式：王瑞华

2023年 4月 11日 星期二B4 E-mail：jiaoshikan@126.com研修天地

■教师发展

从反思叙事里“长”出教育智慧
中学生物教师

走进博物馆“磨课”

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寻常却不简单的故事，经过叙事思维或模型思维的加持，会生发出怎样
的教育教学智慧？近日，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期教育行动研究工作
坊举行成果汇报会，来自全市幼儿园、中小学的71位学员围绕“从故事到叙事与模型”这一主
题，回顾分享教师反思心智的跃迁之路。本期邀请三位获“教育行动研究工作坊”论文评选特等
奖的教师，分享他们如何带着研究视角走进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故事，探寻育人策略。

■■研修视点研修视点

欣赏科学摄影展、逛科学仪
器历史展、利用博物馆资源设计
跨学科实践活动……近日，20余
位来自北京教育学院生物优青
项目的教师学员走出校园，走进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参加培训
活动。这也是北京教育学院与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首次携手，
以馆校结合为首都科学教师培
训赋能的创新探索。

此次活动以“感受科学魅
力，落实核心素养”为主题，充分
借助于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丰
富的特色教育资源，通过“导览
参观+任务驱动”的活动组织形
式，加深一线教师对于科学史的
深度理解，促进学科教师科学素
养水平的提升。

活动中，教师们在清华大学
科学博物馆馆长助理范爱红和
讲解员贺懿斐深入浅出的讲解
中，参观馆内“俯仰之间——科
学摄影展”“百年器象——清华
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不可限
量—— 认 识 世 界 的 种 种 维 度
展”等各展厅。在随后的交流
研讨环节，教师学员们将科学
博物馆资源和生物学科知识点
结合，采用焦点访谈法分组进
行跨学科实践任务单的设计，
思考参观内容与课程标准和教
学的联系，将参观中收获的素
材和启发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
作中。

北京四中教师张静对展品
“半轮自行车”印象深刻。“清华
大学学生的这项发明看似没有
实用价值，但带给我很大启发，
学生的科学探究正是由好奇和
兴趣开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体验，对于科学教育来说不只是
原理、知识和技术，更有学生潜
移默化被影响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怀柔五中教师王佳慧认
为，这次特殊的培训活动，不仅
拓展了自己的眼界，获取了许多
能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的教学资
源，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科学史的
深入学习，让自己对先辈的崇敬
之情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作为中学生物教师，我不仅要
将科学的知识和现代的技术与
自己的学科相结合，挖掘更多
真实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养，更要将科学
家的奋斗史讲给孩子们，传承奋
斗精神。”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以及新修订的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凸显了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重要性，
这些新要求对教师的教学能力
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的教师培训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师日常开
展教学研发的需求。”北京教育
学院数学与科学教育学院副教
授徐扬介绍，本次活动意在探索
中小学校、科技场馆、高校三方
合作的首都科学教师培训新模
式，期望能够通过馆校，结合科
学教师培训项目，提高中小学科
学教师利用科技场馆科普资源
开展科学教育的认知和能力，进
一步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和教
学能力，切实助力“双减”落地见
效，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文/首席记者 常悦

接纳是改善幼儿个性化
行为的起点

每年，新入园的幼儿中都
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孩子。他
们对班级的影响大，需要老师
分出更多的精力给予关注。经
过老师的三年教育后，有的个
性化孩子的问题得到了改观，
而有的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甚
至还会加剧。加剧或改善背后
的道理是什么？

通过调查发现，如果教师
不急于改变幼儿当下的个性化
行为，而是选择等待、转移，甚
至默许，反而会促使师幼关系
进一步改善。在加剧模式中，
不难感受到，老师对待个性化
幼儿比较焦虑，教师只想改变
幼儿及其行为、习惯。一次次
提醒和制止，让本就有个性的
幼儿更加叛逆，导致教育结果
并没有向老师预想的方向发

展。而在改善模式中，教师用
心观察个性化幼儿的种种表
现，等待和接纳个性化行为，
并进行优缺点的分析，最终让
幼儿的个性行为慢慢变得不
那么凸显，从而达到改善的效
果。我们看到，教师并没有急
于改变幼儿的行为，而是先接
纳，接纳后再尊重幼儿，单独
与幼儿沟通，有时候甚至“纵
容”其某些行为。在我看来，
个性化幼儿的行为是幼儿的
特点，并相信这些个性化的行
为背后一定存在原因，应该倾
听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帮
助他们改善，从而使教师与幼
儿形成信任关系。这种良好
的互动模式会产生良好的师
幼关系，从而促成了个性化幼
儿行为的转变。

“看见”助力师生
信任关系的建立

“老师，你看我的手链，好
看吗？”小悦在操场上见到我，
兴奋地问。“不错！”我的眼睛迅
速在她手腕上扫了一下，又问
道：“你的作业做完了吗？”听到
我的问题，小悦先是一愣，眼睛
里的光彩不见了，眼泪大滴滚
落：“老师，你的眼里只有作业，
根本就没有我。”这件事儿让我
久久不能平静。在一系列的反
思和追问之后，我聚焦了两个
词“看见”与“信任”。因为“视
而不见”，所以失去信任。

因为工作变动，我进入了
一所新学校。接受新班级，我
能感到孩子们的眼神里带着对
我的审视和评判，我读到了“不
信任”。于是，我想起了小悦的
故事，让自己努力去“看见”。

当我有了更多的“看见”，对孩
子们的表现就有了更多的回
应，我发现教室里紧张的“审
视”氛围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师
生之间的信任慢慢地“长”起
来。

信任如此宝贵，它从哪里
来？建立信任背后有两个重要
的要素——“专业”与“亲切”,
二者会共同影响信任获得的可
能性：又专又亲，可以赢得最大
的信任；专而不亲，也可以获得
信任；不专不亲，无法赢得信
任。在师生关系中，学习内容
层面的信任，即“专业”，是选择
与精进的道路；关系层面的信
任，即“亲切”，是带着尊重与接
纳，奔向幸福的道路。

师校关系影响
家校合作效果

这是四位老师家校合作
的案例故事——案例一，接
任新班级，多次沟通无果的
家校矛盾令左老师畏难；案
例二，深情陪伴，爱校爱生，
班主任赵老师深受家长同学
喜爱；案例三，“佛系”班主
任郑老师遭遇班级问题，每
每 静 待 学 校 援 手 ；案 例 四 ，
资深史老师新接班全凭经验
办事，严厉风格引发家校矛
盾。

通过对比发现，老师作
为家校关系的桥梁纽带，完
成传递学校信息的工作，也
反 馈 着 家 长 的 各 种 意 见 建
议，教学学校之间的关系也
深刻影响着老师和家长之间
的关系。教师与学校是否进
行了充分沟通，决定了师校
关系的走向，也影响着家校
关系的和谐与否。

从接受学校任务的角度
概括，师校关系大致可以分
为以下四种类型——全盘接
收型、尽力争取型、同频共振

型和互相伤害型。这四种关
系是师校关系的提炼，也是
家校关系的不同情况。通过
研究分析可知，任务类型、沟
通风格、执行过程共同作用
于师校关系，进而影响家校
关系。比如同频共振的师校
关 系 会 使 得 家 校 关 系 更 和
谐，加上如果布置的任务又
是可以变通的，沟通风格和
执行过程都是顺畅的，可能
就 不 会 产 生 家 校 矛 盾 。 相
反，如果师校关系紧张，加上
这项工作是不能变通的，沟
通的风格又比较生硬，产生
家校矛盾的可能性就会比较
大。结合案例比较和原因分
析，由于任务类型、沟通风格
和执行过程会对师校关系产
生不同影响，那么学校可以
从 这 几 个 环 节 开 始 消 减 矛
盾，以使大部分的师校关系
经过引导都能不断亲近，甚
至转变为充分沟通的同频共
振型师校关系，进而改善家
校关系。

教育行动研究工作坊
是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德育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市
反思型教师质性研究室承
办、面向一线教师的反思心
智研修项目，逐步形成了以

“解决实践中真实问题”为
指向、以培养系统思维为根
本、着眼于教师心灵转化的
教师学习新模式。北京教

科院德育中心副研究员、教
育行动研究工作坊负责人
王富伟博士介绍，工作坊举
办四期以来，学员教师们逐
渐突破自身已有的经验和
认知，不断向内探索，用科
学的方法探寻答案，将研究
性思维、反思性思维逐渐融
入到日常工作之中，解决实
践中的真问题。

薛冬伟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回民幼儿园教师

胡颖娜
北京市顺义区青苗学校教师

李洪晶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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