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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

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

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哇，找哇⋯⋯”

就像课本里写的那样，昨天上午 10 点，原本有点灰暗的

天空突然放晴，杭州太子湾公园春光明媚，遍地芬芳。杭州市

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的钱鲁颖老师和二年级同学张悦来

到这里，在姹紫嫣红的美景中“找春天”。

这是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樱花慢直播”推出的一堂户外

网课。以直播形式，钱老师把语文课堂融进最美的风景里。

“人美景美！”“今天我家阳台上的花也开了。”这堂直播课吸引

了不少网友点赞。

““樱花慢直播樱花慢直播””推出户外网课推出户外网课，，二年级语文老师带着学生一起二年级语文老师带着学生一起““找春天找春天””

在最美太子湾在最美太子湾
上一堂语文课上一堂语文课

本报讯 浩瀚神秘的宇宙，对孩子们有巨

大吸引力，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孩子们对宇

宙天文的探索，大多还停留在书本介绍和科

幻片的想象中。

杭州一位科学老师就发朋友圈吐槽：寒

假让学生观察月相，结果杭州连着下了一个

月的雨，别说月相，连月亮的影子都没能见

着。科学老师只能遗憾告诉家长，观察任务

暂时取消。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北外附属杭州橄榄

树学校科学老师、杭州市天文学会理事长秦

鸿翼干脆自力更生，他花了一年时间，自己拍

摄天文教学素材，用于中小学的天文教学。

秦老师告诉记者，现在中小学科学课的

天文内容，很多需要学生实际观察，“比如月

相，是中小学科学中的难点。你让学生对着

书本去学月相的变化，他们理解起来是很困

难的。天文不像物理、化学，可以用实验来完

成，天文现象只能模拟，但往往偏差很大，所

以要让学生观察真实的天文现象。”

但是让学生实际观察感受，也很难实

现。“观察完整的月相变化，最理想的状况也

要一个月时间。而且受天气等因素影响，尤

其杭州阴雨天比较多，学生的观察经常难以

完成。”秦老师说，哪怕是阳光下的影子变化，

让学生观察这类比较简单的现象，在课堂短

短几十分钟显然也无法完成。

秦老师发现，中小学配套课件的素材已

经过时，网络关于天文的视频资料很多，可针

对中小学教学的几乎没有。“最近上网课，我

看了许多优秀老师的视频课，他们的天文素

材很多都是网上找来的。”

秦老师在网上找了很久，没看到有纪录

片把每种月相拍出来做成集合，就决定自己

去做。“因为我研究天文也有20多年了，天文

摄影也有经验，正好新入手了一个相机，就用

来拍教学素材。”

拍摄月相听上去容易，但在实际拍摄中，

每段视频都来之不易。

拍摄过程中，设备要求其实不高，相机和

三脚架就能满足，拍一次大概半小时到一个

小时，因为是自动拍，拍摄本身耗时不大，但

前期调查准备要很久——月球在什么时间、

地点出现，拍摄背景、角度都需要考虑到。“杭

州阴雨天太多，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

拍，另外还得自己正好有空去拍，拍的时候要

考虑背景、美感、地面景观，有很多不可控的

因素。可能布置了半天，最后发现拍出来根

本没法用。”

上周，秦老师也拍过两次月相，第一次拍

出来的月亮“基本作废”，“当时半夜11点半，

天气不错，我就去拍月球升起的画面，但我没

考虑到周边环境。月球升起的方位附近灯光

很强，拍出来眩光很厉害，为了避开光，我只

能调整角度，最后拍出来效果并不好。”

最近这段时间，秦老师拍了不少视频素

材，之前也在全国各地拍摄了月升月落的画

面。他说，现在拍的视频素材还不够多，至少

有 10 个以上的月相视频，才能做成一个系

列，学生理解起来才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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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鲁颖老师任教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

程。当天她上的课文是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的第二课《找春天》。

现场，钱老师牵着小学生张悦的手，用眼

睛去“看”春天的缤纷颜色，用耳朵去“听”春

天的悦耳声音，用鼻子去“闻”春天的芬芳气

味，用双手去“触摸”春天的温暖生命，用心去

“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和蓬勃希望，用文字

去记录春天的美好。

“刚开始接到这次网课邀请，我的脑海里

就有了构思——和学生一起一路欣赏，一路

学习，一路收获。”钱鲁颖说，在这样一个美好

的季节，能和学生一起欣赏如画的春色，同时

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户外语文直播体验课，

是激动而喜悦的。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生活就是

语文，语文就是生活。”钱鲁颖觉得，让学生在

最真实的生活环境中体验自然之美，感受生

活之乐，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学习。

《语文新课标》中提出：“要为学生自主写

话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丰富多彩

的生活是自由表达，创意表达的土壤，观察与

积累是学习的根。”钱鲁颖说，通过这样的户

外体验课程尝试，老师或许能更好地培养学

生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引导学生学会

用心去感受生活，从而激发学生表达的兴趣

和欲望，促进写作教学。

“在本次户外课堂活动中，我注重引导学

生多角度观察，引导学生去看、去听、去闻、去

触摸，并用文字去记录，通过这样全方位地感

受春天，整个教学体验是非常自然而生动

的。”钱鲁颖想引导学生更多地关注生活，学

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善意和美好，“平时的课

堂相对更关注课本，这次户外课堂的体验更

直观，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印象也很深刻。”

参与直播的张悦同学告诉记者，这篇课文

她之前在学校网课中已经上过了，但课文内容

里一些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很抽象，这次她跟

着钱老师边看边读，感觉文字都“活”起来了。

“教书，育人是根本，我们教语文，就要引

导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并用语文的方式

去表达心中的美好，这样的课堂就有了生命

的意义。”钱鲁颖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尝

试更多“户外课程”和“体验式学习活动”，让

学生们更好地“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让语文

学习更加“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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