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湖南师大附中学生到农村、企业体验生活。 通讯员 苏晓玲 摄

观点

高校“翻转课堂”
引发教学革命

本报 7月 19日讯 昨
日， 长沙理工大学开展智慧
教学实践，组织了系列“助力
课堂教学改革” 主题教学研
讨和培训活动， 进一步推进
学校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
的实践应用。

“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
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因此
利用互联网进行教学是最好
的选择。”教育部在线教育研
究中心交流联络部主任陈伟
提到， 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方向就是教育信息化， 移动
互联网催生“翻转课堂式”教
学模式。 他还现场展示了全
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变形金刚”式的模块课桌取
代了传统的圆课桌； 教室云
台投影设备覆盖到每一名学
生， 所有人都可以发表自己
的观点。

课堂上发红包互动、点
开弹幕来答疑……培训现
场， 清华大学的马昱春老师
分享了大学课堂的“另类打
开方式”，让参训教师们亲身
体验混合式教学， 真实感受
了一把智慧教学的魅力所
在。马昱春认为，新颖的教学
方式不是为了取悦学生，而
是用多媒体手段， 给学生最
好的一种知识传播方式。在
她看来，“翻转课堂” 将面对
面学习和网上学习的精华结
合在一起，通过科学技术，改
进学习形式， 缩短课堂时间，
从而更好地加强面对面的互
动。和传统课堂相比，马昱春
认为，翻转课堂最大的改变在
于： 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
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
移给学生，给予学生更大的学
习自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嘉仪

本报7月19日讯 “纸上得
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暑
期大幕开启， 湖南师大附中的学
生并没有急着外出旅游或上各种
补习班， 而是在学校的统一组织
下，背上铺盖、提着行李，到农村、
进企业，与农民同吃同劳动，与工
人同岗同工作，体验农村、企业生
活。7月14日至7月20日， 该校全
体2000余名学子开展为期一周
的“学工学农”之旅。

高一学生下乡学农
尝甘苦学技能

炎炎烈日下， 一个个高中生
戴上草帽、 挽起裤脚， 在田里插
秧，在泥地中捕鱼捞虾，在菜地摘
辣椒、茄子、豆角……今年暑假，
湖南师大附中千余名高一学生走
进益阳、衡山、攸县罗家坪等社会
实践基地，开展下乡“学农”实践
活动。“累是累点， 但是学到了很
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生活常识。”来
到衡山锦盈农业基地体验农村生
活的2017级学生汤雨晴笑着说。
学生们的进步， 该校学生发展处
副主任袁建光都看在眼里。 通过
学农，大家身上的“娇气”和“骄
气” 少了：“在家里力所能及却没
有动手去做的事， 他们在这里都
学会了。”

采访中，学生们都坦言，高一
暑假学农收获不小，不仅培养了吃
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了自理的生活
能力，还学会了尊重劳动，尊重农

民，并开始初步了解和关注“三农”
问题。也有学生表示：“离开了父母，
才发觉自己的潜力是很大的。”

准高三生进厂实习
练心境定理想

作为该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的另一“重头戏”，文科生们被分
配到湘绣文化基地、 步步高梅溪
新天地等“学工”，理科生们则奔
赴华菱湘钢集团、 三一重工等企
业，当了回“车间工人”。

在“湘绣之乡”沙坪镇，同学
们走进湘绣大师楼， 亲身感受湘
绣这一湖湘文化、 民族工艺的独
特魅力。其他女生都在绣青竹，而
大男孩陈旭东却细心地绣着粉
花， 他无奈而又不好意思地跟记
者说：“其实一开始内心是拒绝
的，但绣着就觉得心静下来了，没
有之前那么浮躁了， 对即将到来
的高三生活有一定帮助！”1619
班的陈意琪在学工时被分配到三
一重工的参观机床、钢铁焊接组。
在密闭的车间， 工人师傅展示用
机器焊接铁皮，火花四射，陈意琪
满眼都是新奇。

师大附中高三年级组长贺仁
亮称：“尽管学工时间很短， 但直
接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 增强了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意识，
也为学生未来的生涯规划提供了
参考。”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刘星言
通讯员 苏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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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里，补课是成
绩欠佳学生的专利。但事实
却是，许多优等生也在假期
疯狂补习，长沙市某重点中
学初二学生小云就是其中
一名。 在高手如云的学校
里，小云的成绩基本稳定在
前三名，但这个暑假，小云
妈妈还是给孩子报了语文、
数学、 英语等各科补习班，
算下来，50多天的假期，小
云只能休息4天。 为要不要
让孩子这么“狂补”，小云的
爸爸和妈妈甚至大吵了一
架。小云妈妈认为，身边的
孩子都在补，如果小云在暑

假掉队了、松懈了，那么很
有可能下个学期成绩难以
名列前茅；而小云爸爸却认
为，孩子一味学习，势必会
影响她的全面发展。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
关于暑假要不要上补习班，
在家长群里形成了完全相反
的两派观点。 一部分家长坚
持要“补习不掉队”，另一部
分家长却主张“玩得痛快”。
大部分孩子更希望拥有一个
真正的快乐暑假。 谭玲是初
三应届毕业生， 她的暑假就
被培训班占满了，总共报了3
个兴趣班2个文化课的班。

累不累？ 初二学生暑假仅能休4天
教育专家：好成绩不是靠培训班“补习”出来的,�假期疯狂补课的做法不可取

中小学生的“暑假模式”已开启，可是，三湘都
市报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 许多孩子迎来的是
一个疯狂培训的“假暑假”。动辄数万元的补课费、
仅能休息几天的假期……这些真的有必要吗？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暑假孩子们到底要不
要上补习班？ 对于这个问
题，记者采访了几位名校的
负责人。与暑假培训班的火
热大相径庭的是，几位负责
人都认为暑假疯狂补课的
做法不可取。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副
校长向雄海认为，对于高中
生而言，好成绩不是靠培训
班“补习”出来的，大家不妨
在假期自主去做一些功课
的复习和强化，或者发挥学
生间团队交互合作，进行学
习交流。向雄海建议高中生
们， 首先要在假期做好规
划，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同
时，拿出一部分时间去旅游
或者参加社会实践，让暑假
过得更有意义。

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
校副校长喻果丰也不建议
初中生在暑假上预科班，
提前学习新学期知识。“实
际教学中会发现， 很多学

生上完预科， 再回到课堂
重复学习时， 反而没有那
些没提前上预科班的学生
认真。 考试成绩也不一定
就很突出。” 喻果丰表示，
如果孩子某一门学科学习
起来比较困难，成绩落后，
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进行一
个补习， 但不一定要通过
培训班来实现， 可以自行
进行梳理。“暑假本就是按
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
水平， 在校学习几个月以
后进行的一个休息、 整理
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作息
时间要规律， 可以锻炼身
体，培养阅读好习惯，让暑
假变得充实有价值。”

“小学生的暑假， 我们
不建议上培训班，更提倡孩
子多做阅读， 打好底子，以
后学习就不困难。” 博才咸
嘉小学校长陈艳萍说，好的
学习习惯特别是阅读习惯，
对孩子更重要。

高二学生昊昊因为学
习成绩比较差，暑假报了数
学、 英语和物理三科培训
班。昊昊妈妈说，其中两科
是“一对一”的培训班，一堂
课两个小时需要花费600
元， 整个暑假加起来要花3
万多元。这对于普通的工薪
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
担。“报名的时候也觉得挺
贵的，但只要孩子能提高成
绩，这些钱也花得值。”

一个暑假究竟要花多
少培训费？ 记者进行了调
查。长沙五一广场附近一家

培训机构的广告宣称“新初
一语数英三科597元、 新高
一英数联报600元一科”，号
称是“最高性价比的补课”。但
当记者仔细询问时，却发现这
不过是噱头。“这个已经满员
了，现在只能报精品班，每阶
段课程8天880元。”机构工作
人员反复强调，暑假班的学位
相当紧张，要尽快报名。

记者随机采访了30名
参加培训的初中生家长，绝
大 部 分 花 费 在 6000 元
-10000元，有6位家长称补
课花费超过2万元。

她的“假暑假”：整个假期仅休息4天

他的“贵暑假”：培训班花掉3万多元

暑假不提倡上培训班

暑期“变形记”，职场“初体验”
师大附中2000余名学子下乡插秧，进厂炼钢……

“校外课堂”为学生开辟“新天地”
“高一学军，磨砺意志；高二学农，亲近广袤的土地；高三学工，倾

听工业的心跳。”湖南师大附中副校长陈迪勋介绍，“学工学农”实践
教育是该校坚持了二十年的综合实践特色课程， 学生参与经历被记
入学分。陈迪勋表示，这不是做秀、走过场，而是全员参与扎实体验农
村、企业生活。在他看来，“学工学农”是学习也是实践，为学生开启走
进社会的第一课，践行“为思考而行走”，是另一种宝贵的生命体验。

教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