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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实施“新教材新课程”后怎么教？
一线校长、教师探讨经验

记者 郭漪

技术赋能教学，究竟给学生带来怎样的改变？近

日，信息技术赋能创智教育——杨浦区“基于教学改

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及“在线

教育创新应用项目区域”启动会议在同济一附中顺利

举行。

大会交流发言中，同济一附中学生会团委的小记者

马思茹，邀请了高二（11）班梁奕然同学和高一（11）班张

以恒同学进行了“你眼中的未来学习”专栏话题采访。

访谈中，两位同学非常认同学校对手机使用的管

理理念，认为合理运用手机可以更好地为学习服务，比

如学校信息化平台手机版的很多功能、手机各类App
都能服务于课堂和课余学习。他们认为技术给学习带

来的最大改变是自己不再等着教师“投喂”知识，而是

去主动发现问题，获取学习资源，自主解决问题，以及

通过收集平台数据和精准分析有效支持的“教学评一

体”来促进个性化学习。

而同学们心中的“未来学习”，是希望“个性化学

习”能够完全实现，能够按照学生个人进度和兴趣来动

态调整课程。同时同学们也期待未来AI助手能够辅助

教师共同教学，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更丰富

的资源。

通过公开教学展示和学生分享交流，同济一附中呈

现了学校作为“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

范校”和“上海市首批教育信息化应用培育标杆校”，在

以信息技术赋能教学、促进学习方式转变和教学评一

致性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在《人类活动与气候——酸雨》课中，吴祺老师由

校园内钟乳石颜色的变化，引导学生基于气象软件和

案例探究酸雨成因与治理对策，提升地理实践力和综

合思维,树立人地协调观。

王蔚颖老师的《基因工程》一课则由真实情境问题

出发，引导学生探讨基因工程的原理、过程，以及基因

工程的安全性。

课程中，数据的快速反馈、对策交流和学习资源的

共享、学习成果的及时上传、实时的数据采集、师生间的

多维互评，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促进了教学评一致。

技术，让未来学习
这样实现

记者 刘春霞

2019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上海普通高中

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率先启用统编教

材，而2020年秋季学期起，高中英语学科也

启用了新教材。高中推进实施“新教材新课

程”后该怎么教？2020年12月25日上午，黄浦

区一线高中校长、教师齐聚一堂，探讨交流

“双新”实施中的经验。

这个学期，高中英语学科启用新教

材后，在黄浦区，上教版和上外版齐头并

进。“过去的四个月里，老师们从茫然焦虑

到满怀信心，学生们从好奇新鲜到主动参

与。”向明中学英语教师丁凛说，在新教材全

面实施之前的一年中，学校老师们就积极参

与、观摩市、区组织的试教活动，2020年7月
底，向明中学高一英语备课组老师参加了全

市上教版的教材培训，对整套新教材的结

构和内容、整体设计和单元版块设计如何

体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学科核心素养

发展的目标，有了初步的认识。

丁凛说，2020年8月1日，她接到了空中

课堂新教材一个单元八个课时的拍摄任

务，向明中学高一备课组全员参与，制定教

学策略，不仅出色完成了空中课堂的拍摄

任务，而且提前体验了单元教学设计的全过

程。“以Cultural focus这一版块为例，新教材

独有的Video视频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看

到东盟博览会的主办城市南宁、英国小吃

街的美食、美国高中生的一天、国球乒乓球

在全球的推广等，使得教师获得了教学的

抓手，帮助学生获取文化知识，内化文化意

识。”

位于豫园东北角的古城公园，是反映老

上海的历史文化，体现小尺度开放式街区的

设计理念。金陵中学以《古城公园》为研究

对象，开展项目化学习，融合生物、地理、历

史、政治等各学科知识，了解古城公园及周

边独特的历史与风情，思考“城市公共空间

与街区”的关系，加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

识和理解，在真实的社会参与中培养社会

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提升认知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

“新教材在多处增加了跨学科主题学

习的要求，新课程明确强调了学习的情境性

和实践性，这要求学校注重课程校本化实

施，通过跨学科教学加强创新素养培养。”金

陵中学校长曾强说，针对“双新”推进工作要

求，学校每个教研组围绕专题项目开展课程

建设研究。在活动课程中引进1+X模式，1是活

动的主题，X是涉及的1-3门学科。

格致中学校长吴照表示，《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调整课

程结构、明确课程功能、加强选课指导等方

面都提出了新要求，格致中学研修团队根

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课程设置的新变

化、学科课程标准建议、学校办学特色以及

学生多样化需求，在开足开齐、校本化实施

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选择性必修

和选修课程体系。

“按课程模块设置学校课程，实现从

选科走班到选课走班是学校必须面对的课

程管理转变。”吴照说，普通高中“双新”实

施后，选课走班已不完全等同于等级考科

目6选3，而是在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学生

结合个人生涯规划、学习志趣、学校课程特

色、任课教师的学术水平等方面作通盘考

虑和学习规划。为此，学校建立线上学分管

理、选课与排课系统，并完善基于选课走班

的课程管理模式与考核制度、探索基于学

生生涯规划的选课指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