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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新教育

数字化教与学广泛运用的当下，一线教
师的日常授课和育人技巧悄然地发生着变
化，这一变化与他们的备课、授课息息相关。

在平板技术的支持下，老师们可以节约
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而节约下来的时间成
本可以用来研究课题、开发新课程、探索新的
授课模式。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发生改变，作
业不再是作业，它可以是一场翘首以盼的竞
赛；刷题也不再只是刷题，它可以是修炼内功
的手游打怪升级版；戴上耳机说英语，才是早
自习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场变革真的影响了教师、学生的日常
学习了吗？杭城三位深耕教师娓娓道来。

这场变革真的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一线教师如是说——

当刷题变成打怪升级
孩子们有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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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作业变成了竞赛
解决了拖拉问题

讲述人：林丽（杭州绿城育华中学英语教

研组组长）

【林丽是绿城育华中学七年级的英语教

师，29 年的教书生涯，使她从油印试卷、粉笔

板书时代，到多媒体教学时代，一直坚持到现

在的智慧教育大数据时代。智慧教育对于她

而言，是套路很深的作业布置手段，是得心应

手的“平板教具”，更是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

学质量的宝物。】

一到小长假，每天晚上 7 点，我都会拿着

平板电脑坐在床边，点开APP，花五分钟时间

看看今天学生们作业完成情况，哪个同学完

成了，哪个同学还没提交；点击批改作业，1

分钟不到就可以看到结果。轻轻动动手指，

就可以实现对孩子们假期作业的实时监控。

跟现在的熟练操作比起来，2016 年 9 月

刚开始接触平板教学那段时间太难熬了。我

教书已经近 30 年，作为一个老教师，熟练掌

握并运用智慧教学工具，并不容易。我非常

愿意学，对于每一个操作步骤，都认真地记在

笔记本上。但每到课堂上的操作环节，老忘

记，不得不向技术人员求救——刚开始用平

板电脑上课的那段日子，我的课堂上总可以

看到技术人员随堂蹲点，万一忘记，技术员马

上替补上阵。

能熟练操作以后，因为多年的随堂授课

经验，让我可以变着法子玩转平板教学。老

师们都打趣说，“孩子们走过最深的套路，恐

怕是林老师的平板教学套路。”

比如，明明是想让孩子们又快又好地进

行习题练习，但因为有了平板，我本要布置作

业的话就变成了——“今天没有作业，来，我

们来场竞赛吧！胜者有奖！”只见孩子们信誓

旦旦地望着我，就等我发题。设置好时间，选

择好练习题，点击发送，孩子们就在自己的平

板上做起了这次的竞赛。

把作业变成竞赛，不仅大大增加了做题

的趣味性，充分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而

且，我们给竞赛加上了时间限定，帮助孩子们

进行时间管理，很好地解决了作业拖拖拉拉

不完成的问题。

早自习口语训练
被孩子们玩疯了

讲述人：耿鸿（杭州余杭塘栖二中英语教

师）

【耿老师所在的塘栖二中，位于塘栖城乡

接合部，学校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预示着学生

的教育背景大有不同，外来生源占比整个年

级的三分之一，英语水平差异巨大。但就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耿老师所带班级的期末

考试学科优秀率余杭区排名第一。】

利用平板终端教学一年后的我，异常兴

奋地看到孩子们这一年的蜕变，更笃定了自

己坚持平板教学的信念：这也许是孩子们开

口讲英语的最好媒介。

课例研究小组的老师讶异于原来不敢开

口的孩子现在竟可以发音标准地朗读。但我知

道，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一次次蜕变都离不开

平板终端的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应用。

在我这里，有些孩子连最简单的单个单

词发音都有困难，因为巨大的差距，开口说英

语似乎是一件令人挺尴尬的事情，特别是中

学生这个身心发展敏感期，开口说英语还需

要考虑到孩子们的心理变化。

2013 年，作为余杭区电子书包首批试点

学校，我所在的塘栖二中开始了数字化教与

学的探索。

怎么样才能让那些发音不准、甚至带点

口音的孩子们开口说英语呢？在平板技术的

支持下，我让孩子们在早自习时花 5 分钟时

间体验这个不一样的听说练习——戴上耳

机，打开音频，沉浸在自己的听说世界，跟着

音频读英语。读完后，系统根据孩子的朗读

水平打分。

戴上耳机后，谁也听不见谁，不用担心自

己发音不标准，更不用对其他同学会听到自

己的声音心怀芥蒂，那就大声地读出来吧！

如今的“早自习口语训练”，已然被孩子

们玩疯了！

原来能够拿到高分的只有凤毛麟角，但

现在，一个班 38 个孩子，有 20 多个孩子能拿

到 90 分以上。我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成绩

的提高，而是让她热爱上一门课程、一些知

识，做到教育的真正个性化，因材施教。

刷题好比手游打怪
段位越高内功越深

讲述人：胡燕平（杭州绿城育华实验中学

科学课备课组长）

【化学、计算机专业双学位毕业的胡燕平

老师，对教育信息化的前瞻性比其他人要敏

锐得多。平板教学对于他，是教学革新的一

个兴奋点，从平板电脑还不普及的2011年开

始，他就一直探索、实践。他说，平板教学给

教师带来便利、提高教学时效的同时，就是让

教师们可以凭借平板教学后台强大的大数据

做教学诊断。】

沈定洋，人称“科学王子”，刷题段数 8

级，每次科学考成绩班级前三，但让我想不到

的是，寒假回来的开学考中，他的成绩从原来

的前三一直落后到20名开外。

因为寒假作业是通过平板布置下去的，

我第一时间就先去找了平板后台的数据。一

看，果然。从数据上来看，估计是整个寒假作

业基本没做，原来的刷题王这个寒假看来是

一题未刷呀！

这个阳光的大男孩这个寒假到底怎么

了？

带着疑问，我拨通了沈同学妈妈的电话，

平时热爱运动的沈同学因为寒假期间打篮球，

导致手部受伤，原本的刷题计划不得不泡汤。

大数据，果然不骗人。

开学后的 2 个月，根据沈定洋的考试情

况，我通过平板推送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习题

给沈同学，刷题王奋起直追，果然在前两天的

期中模考中拿到了145分的高分。

平板教学，其实给我们教师最大的便利，

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出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的

问题，这个分析的动作比传统的分析要快得

多，精准得多，同时，根据分析的结果，我可以

推送不同的习题、微课给孩子们，解决他们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孩子们设定了 10

个等级，以及 ABC 三个递进的难易程度，系

统根据孩子们在刷题时的完成情况自动推送

难易适当的题目，同时定级。这就好比手游

里的打怪升级，段位越高，内功越深。孩子们

也就在一次次的刷题中得到个性化的训练，

精准掌握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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