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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鹏

一堂理想的化学课是怎样的
育才中学“开学第一课”让师生直呼“不一样”

一堂理想的化学课， 光给学生留下些许化学知识是不

够的。

前天，位于嘉定区的上海市育才中学，一间大教室里，300

多名高中生迎来“开学第一课”。上海市教委主任、复旦大学教

授陆靖以“叹为观止：我们的世界”为题，为高中生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化学课，让同学们直呼“不一样”！

“都说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世

界，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小又小到什么程度？”陆靖在课堂上提

出的第一问，是关于世界大小的“常识”问题。用科学语言表述

这个问题，大概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目”之所及、能

够利用仪器观测到的宇宙的边界在哪里？

“天文学家已经发现 130 亿光年外的星系。 也就是说，如

果让光‘行进’的话，从地球走到宇宙边界，需要 130 亿年，即

10 的 26 次方米。 ”在讲台上，PPT 一张张地切换着，这堂化学

课从物质讲起，从人类感知世界大小的边界，到观测世界快慢

的程度， 再到人类所认识物质世界的基本结构……课上不断

有各种源自生活的常识问题被抛出。 跟着老师的思路一路探

索、思考，同学们不自觉地发现，这堂化学课早已跨界———在

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间自由游走。

和同学们一起现场观摩这堂化学课， 育才中学物理教师

胡蓉直言“收获很大”。 尤其是这堂课的授课理念让她特别有

感触，即通过向学生生动展示具体的时空概念，让他们能够从

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继而深入观察、开启思考。

“科学，不是给出一个永恒存在的真理，而是给永远存在

的错误不断地划定界限。 ”在育才中学讲课时，陆靖援引话剧

《伽利略》中的这句台词，令师生们印象深刻。 在他看来，不管

什么学段，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教育始终要聚

焦人的培养。“教师的任务，是让学生的人生更精彩；学生的任

务，是让我们这个世界更精彩。 ”

■本报记者 樊丽萍

“绿色护校”确保校园周边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新学期伊始，本市各级公安交警开

展绿色护校，全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确保开

学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全市交警部门出动交警和交通辅

助管理力量 3500 余人次，对 400 余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

绿色护校工作，做好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管理。

本市各区交警对辖区内中小学校、 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

状况进行排摸，优化完善护校岗位设置，在地处复杂路口、路

段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排管理力量，开展绿色护校工作；对

学校周边乱点、堵点加大执法整治力度，严查严处机动车乱停

放、乱变道、乱鸣号、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市交警总队研判中心将依托各类图像监控系统，加大对学

生集中上下学高峰时段视频巡查力度，及时主动发现、处置学

校周边道路交通堵点、秩序乱点及道路突发情况，确保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公共安全教育让学生身临其境
本报讯 （记者何易）谁能想到，短短 18 秒，滚滚浓烟竟能

“填满”整间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 如果不是第一时间逃离，

在场人员很可能就被困火场，危及生命！ 昨天，全市中小学迎

来一场特殊的“开学第一课”，上午 8 时，长宁区复旦小学“开

学第一课”聚焦安全主题，长宁消防支队队员用一段视频直观

还原火灾现场，这一幕让学生连连惊呼：原来，起火速度那么

快！ 原来，引起火灾的原因那么简单！

为了能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消防队员还利用 VR（虚拟

现实）模拟实景“制造”了一场特殊“火情”，让同学们在演习中

感受到火场浓烟产生的威力。此外，学校还在 VR 模拟实景演

练中，通过设计公交车逃生、拨打报警电话等环节，把消防安

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确保同学们掌握火灾基本常识、如

何预防火灾、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处理等知识。

昨晚 6 时，《公共安全教育开学第一课》 第四季如期开

播。本季“开学第一课”颇有新意：按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主要

空间场景，分设“在社区”“在路上”“在学校”三大板块，用“情

景剧演绎+实景地授课”形式讲解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措施。

情景剧角色均由学生饰演， 让同学们通过观看情景剧获得身

临其境的感受。

黄浦区卢湾第三中心小学张老师告诉记者，“情景剧的表

现形式非常新颖，用孩子们的视角体验并讲解安全知识，让孩

子们愿意看、乐于记。 ”学生家长刘女士也表示，“情景剧非常

棒，我和孩子一起找错误示范、听正确讲解，不知不觉一小时

就过去了，感觉意犹未尽。 ”播出后，节目又在教师、家长微信

朋友圈迅速刷屏，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开学福利！孩子们不用再熬夜赶作业
市教委发布《通知》规范“作业那些事儿”

本报讯（记者张鹏）“不写作业，母慈子

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横亘在亲子之间

的作业难题， 今后或将不再成为 “老母亲

们”的烦心事儿。

新学期首日，上海市教委印发《加强本

市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相关措施的通

知》（简称《通知》），规范“作业那些事儿”。

《通知》强调，不得使学生作业演变为家长

作业， 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一系列关

于作业的新规， 有望让孩子们不再熬夜赶

作业，家长也不用吼娃催娃，和谐家庭关系

从学校作业的改变开始。

所谓学校作业， 是指教师依据课程标

准及其他相关课程指导意见布置给学生利

用非课堂教学时间完成的学习任务。

《通知》明确学校在作业管理上的 “底

线”：不得使用未经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备

案审查的学习类 App 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

或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国家或上海市审查通

过的教学资料；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不得

使学生作业演变为家长作业； 杜绝要求家

长代为评改作业；不使用侮辱、嘲讽言词或

符号批改、反馈作业。

此次《通知》的发布，对教师设计、批改

和分析作业的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

教师要提前试做拟布置的作业， 并按时回

收、认真检查批改、全面分析、及时反馈作

业；学校要探索利用信息化等手段，以年级

组等为单位统筹各学科日常及假期基础性

作业和弹性作业总量（含电子作业），有序

安排实践性作业、跨学科作业；确保作业总

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值得关注的是，为切实转变育人方式，

《通知》 倡导学校和教师在德育、 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类作业上做出探索。 如根据学

生身心特点和体质短板设计个性化 “运动

处方”，在开学两周内组织相应体能监测并

将结果纳入体育日常成绩； 学校要根据学

生兴趣爱好设计多样化艺术活动， 统筹安

排班级值日、家务劳动、公益劳动等劳动实

践等。

据悉， 相关部门要将作业设计与实施统

筹纳入教师科研、教研、师训范围。 同时，作业

设计、实施与命题能力、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也

要纳入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把

学校作业管理纳入学校绩效考核范围。

《通知》同时提及，将为教师作业设计

提供智力支持。 据悉，上海市中小学作业设

计与实施相关业务指导意见同步出台 ，相

关部门还刊印分学段指导手册， 研制了中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八个学

科段作业设计与实施的操作性指导和 22

个问答， 解决教师在作业设计与实施中常

见的问题。

此外， 学校应向家长提供亲子有效沟

通、加强时间管理、预防网络沉迷等专题辅

导，加强教育政策正面宣传，指导家长根据

孩子个性特长、 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进行

学业和生涯规划， 学会合理安排孩子课余

生活，避免造成孩子过重的校外学习负担，

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

初中生不少于 9 小时。

与之相配套，市教委就“孩子做作业 ，

家长做什么” 编制了专题家庭教育指导问

答， 在进一步厘清家、 校教育职责的基础

上，结合具体问题提出科学育儿建议，由此

形成共识、提升合力，共同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加大查处机构“占坑班”“神秘考”

上海九部门联合出台《实施意见》破解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难题
昨天，市教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本市

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增效工作实施

意见》（简称《实施意见》）。 新规指出，减负

工作要从优化课程、提高质量、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科学评价考试、家庭社会协同等五

个方面综合作用。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这一“难解的死结”，有望在新学年得到进

一步松绑。

破除 “抢跑文化 ”“超前教
育”“剧场效应”

减轻学生负担， 首当其冲要为孩子早

学、抢学等现象“踩刹车”。 《实施意见》明

确，要推进小幼衔接，遵循孩子成长特点，

探索实施小学低年段基于学科的主题式综

合活动课程， 坚持从学生生活出发选取主

题，让孩子“玩中学”，由此爱上学习。 针对

早学、抢学，本市将全面落实“零起点”教学

和“等第制”评价，严禁超前拔高教学，通过

各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和等第评价， 缓解超

前学习、过于重视学习结果的现象。

《实施意见》提出，学校应推广儿童学

习基础素养研究成果， 从学生长远发展和

未来竞争力视角出发，探索自主、合作、探

究、项目化等学习方式，培养学生持续的学

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与此同时，学校

将加强科学育儿引导， 引导家长和社会树

立正确教育观和成才观，努力破除“抢跑文

化”“超前教育”“剧场效应”等功利现象。

严禁学校组织任何形式的
联考和月考

学校是减负增效工作的主阵地，《实施

意见》在规范学校办学、提升学校教育实效

等方面作了进一步规范。 比如在课程安排

上，《实施意见》 要求学校严格执行课程计

划，确保规定各门学科课时得到落实，不超

课时，不挤占课时，每门课都要上好。

各学校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不得举

行考试、纸笔测试。 小学阶段不进行期中考

试或考查，一、二年级可进行期末考查（一

年级不得进行书面考查）；三、四、五年级期

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学科

只进行考查，考查形式可灵活多样。

《实施意见》还对教师管理提出明确要

求： 倡导教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开展补缺

补差， 鼓励教师对具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加

强个性化辅导。 同时，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

中小学教师参与有偿补课。 学校不以考试

成绩作为评价和奖惩教师的标准， 对有违

反减负行为的教师，查实一件、处理一件，

并将处理结果记入校长、教师诚信档案。

机构不得组织以排名为目
的的大规模学科测试

本市率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和

规范工作，在全国产生了较好示范作用。 为

进一步促进减负增效，《实施意见》 将近期

探索的治理经验和做法纳入进来。

《实施意见》强调，要加强校外培训机

构学科类培训的课程、教材、班次等审批、

备案制度建设，对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

学”“强化应试” 等加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的培训机构，依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并与

年检结果挂钩。 同时，建立超纲教学专家认

定机制，对拔高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

增加教学难度等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出具

专家认定意见， 认定意见可作为行政部门

管理依据。 严禁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以排名

为目的的跨区、跨机构大规模学科类测试或

变相测试。 严禁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

入学挂钩。加大对“占坑班”“神秘考”等隐秘

违规行为的查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此外， 上海还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白名

单制度，实行“白名单”动态更新机制，对于

查实存在“超纲教学”、违规开展测试活动、

扰乱招生秩序等违规行为的机构， 将及时

从“白名单”中移除。

■本报记者 张鹏

图左：杨浦交警给阳浦小学学生讲解乘坐校车安全要点。图右：消防员带领长宁区复旦小学学生练习遇险逃生方法。

均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上图:昨日，徐汇区中国中学的同学们在开学典礼上歌唱祖国致敬英雄。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左上图: 昨日， 上音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四所学校的一年级新生身穿红色汉服， 迎来了不寻常的入学第一

课———开笔礼。 左下图:开笔礼上，上音实验学校民乐团学生现场演奏民乐《丰收情》。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致敬伟大祖国母亲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申城140万中小学生在雨中迎来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人耳目一新

昨天， 本市近 140 万中小学生在雨中迎来新学年， 各校

“开学第一课”精彩纷呈，“爱国奋斗”成为新学期关键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沪上各所学校以讲述爱国故

事、学生原创戏剧、体验传统文化等方式，让同学们感悟祖国

的发展与强大，激发心中浓浓的爱国情。

奥运冠军讲述赛场上的爱国情怀

“奥运赛场上，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作为运动员的我

感到十分幸福。 ”昨天一早，奥运射击冠军陶璐娜站上徐汇区

中国中学“开学第一课”讲台，与同学们分享她当年夺冠时的

场景和心情。作为运动员，在赛场上为祖国赢得荣誉是爱国精

神的最佳体现。 陶璐娜勉励同学们，在遇到困难时不放弃，努

力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

除了陶璐娜，暑期红色寻访活动的学生代表范盈波、钱学

森图书馆社教宣传部部长傅强、 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军人代

表、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礼茂，先后以自身亲

历和感悟讲述不同岗位上的爱国故事。

浦东新区创新打造“中国系列”思政课。适逢开学季，第一

课《新中国的诞生》生动讲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筹备工

作和隆重庄严的开国大典，翔实介绍国旗、国徽、国歌的特点、

意义和来源，并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全区中小学生。

学生原创戏剧表达拳拳爱国心

怎样的开学第一课更能赢得学生的心？ 卢湾中学把课堂

搬到了舞台上，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原创舞台剧《致敬———大

国脊梁》，表达拳拳爱国之心，为新学期注入蓬勃热情。

舞台上，幕布缓缓拉起，“学生版”董存瑞、孔繁森、于敏、

叶聪重现舞台， 一下子把师生们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

代。当董存瑞炸碉堡的那一刻，小演员声嘶力竭的呼喊让观众

湿润了眼眶；当“蛟龙号”突遇通信故障、叶聪团队面临危险之

时，小演员们眼神坚毅、无畏生死，台下观众紧张万分……

在虹口区，以学生戏剧作为开学第一课，已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 昨天，学生原创话剧《笔墨丹心》作为开学第一课，面向

全区学生公演。 《笔墨丹心》以 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捕后牺

牲的历史事件为背景，“00后”高中生感悟到了当时革命志士的

高尚情操，加深了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中国味”第一课传承文化之美

爱国之情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这在今年

的开学第一课上也有所体现。

昨天， 杨浦区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700 多名

一年级新生身穿红色汉服， 迎来不寻常的开学第一课———开

笔礼。在自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拜师行礼、赠书回礼、

启蒙描红等庄重的仪式中， 一年级新生由此开启识字习礼的

学习生涯。

“我长大后要当一名老师！”“我的理想是做足球运动员！”

“我想成为科学家”……孩子们大声说出自己的理想，稚嫩的

声音和着坚定的语气回荡在会场里。

黄浦区海华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也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

为了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学校为一年级

新生举行开笔礼，引导孩子们堂堂正正做人。小学生们还用一

曲《生僻字》唱响了千古美文，在动人的旋律声中，同学们感受

到汉字的美好和汉语的博大精深，传唱汉语言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