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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广州市第五中学
是广东省基础教育学科教研
基地校（广州市初中数学），这
次作业是一项新型的数学作
业。学生在完成七年级第一
章“有理数”的学习之后要配
合进行项目活动，学习的重点
是让初中孩子拓展对数的了
解，包括正负数，整数，分数
等，提升学生的数感，而数感
是义务教育阶段十大核心概
念。

这也是在落实“双减”，减

少笔头作业，提升数学的学习
能力、应用能力、数学思维达成
之后促进学业成绩的一次尝
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省级
基础教育学科教研基地（广州
市初中数学）的核心项目，“玩
转数学”创新活动实施以来备
受专家的肯定，以及师生的欢
迎，而如何将教研成果转化为
可普遍推广的日常教学模式，
切实地为课堂提质服务，也是
本次研讨的重要话题。

“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学校进一步强化教育
主阵地作用，需要做到课堂教学提
质增效，课后服务因材施教，扩宽学
生生命的长宽高，构建学校育人新
格局。但学校应该如何落实，亟需
更多权威有益的指引，本次论坛将
聚焦“双减”政策下，学校教育如何
实现质效“双增”，邀请教育大咖指
点迷津，邀请各方教育代表建言献
策，希望在探讨中碰撞出更多的新
思路。

难得的是，活动将特别邀请到中
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智库首席顾问吴颖民带

来主题报告，他将现场带来《改善供
给、强化管理、引导需求——浅谈如
何让双减真正落地》的主题报告，吴
颖民会长深耕教育 45载，对教育有
着深刻独到的见解，相信这次分享
能给各地的教育人带来更多思考和
启示。

活动还将邀请东莞东华中学校
长简期颐、东莞市松山湖未来学校、
松山湖实验中学校长万飞、广州为
明学校校长王礼维、广州市天河区
天府路小学校长欧阳琪、江门市教
育研究院语文教研员吴华杰、长安
中学校长黄安生、长安中心小学校
长钟晓宇等教育一线代表参加圆桌

对话，就“双减”政策下学校教育的
“加减法”展开探讨。

该活动将于11月 6日下午在长
安书苑举行，长安书苑是长安镇一座
普惠性和特色化结合的高质量文化
教育综合体，通过“全民、全域、全龄、
全时”四全教育为不同群
众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
教育服务。活动开展前，
嘉宾们将参观长安书苑，
实地感受“文化长安”。
同时，羊城晚报长安
选堂学子记者也将出
席活动，开展现场播
报和采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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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数学作业怎么减？
广州多所中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张慧敏

在周学良的课堂上，同学们
以小组为单位展示了周末作业
——“丈量珠江堤”的完成过程
与感受。

有同学说尺子不够长，最开
始是用步数计算，但是后来发现
多次数据都不同，准确率不够，
于是就用丝带来辅助，经过多次
测量之后准确率大大提高。“经
过 三 次 的 测 量 之 后 ，结 果 是
1168.65米。左图是我们用手机
APP 测量出来的数据，长度为
1200米，也就是说，我们的丈量
结果基本准确。”一位同学说。

有的小组还通过滚轮法来

丈量，为了更精准地计算圈数，
他们改装了车轮，使测量结果更
加精准。

同学们在完成作业的过程
中不断试错、探索、思考、改正，
将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
中。

小组分享结束后，老师和同
学们会进行提问。在老师的引
导下，同学们还一起探讨了“化
曲为直”等不同测量方法的特
点，测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
及测量与数学学习之间的联
系。组内成员还会进行自评、互
评。

范英兰老师进行了《批判性
思维下三角形的稳定性》课例展
示和研讨。

“为什么焊接的不锈钢四边
形拉不动，也不会变形？”“稳定
性到底是指什么呢？”范英兰在
展示中表示，该课例的研究点源
于人教版数学教材第 6 页的一
句话，即“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四边形不具有稳定性。”而学生
结合生活中常见实物，对这句话
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围绕学生对四边形稳定性
的认知偏差，范英兰带领学生开
启项目式研究之旅。她在课堂
上先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探
究，有效提问并组织学生回答，
挖掘表象背后的本质，并及时归

纳总结，不时给予学生言语的鼓
励和肯定。她还通过知识迁移
应用，让学生沉浸在玩数学的海
洋中，体验数学的魅力和实用
性，并感受到玩转数学的乐趣。

如何在一节课的有限时间
里，比较完整呈现整个项目式课
题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好经历
探究过程并收获数学知识？这
些是备好这节课的难点，困扰着
范英兰老师的整个备课过程。

花都区教研员陈颂伟、江国
滨、周明艳等老师给予了指导意
见：建议老师将大容量的教学内
容改为呈现项目式研究的主要
结论；建议老师将讲多、讲细的
教学观，改为问题引领下让学生
去自主探究和发现。

两堂课上，
老师都让学生
在探索中学习

数学并提出质疑、自行
解答，培养了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广州市

第五中学八年级的学生罗迅昕
表示，这种上课与作业模式让
她体会到了数学的趣味性：“很
喜欢这种上课形式，它让我身
临其境，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快乐，让我对学习数学
更有兴趣了。”

课后，本次活动的策划者、
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玩转
数学”创新活动的主持人、广州
市教育研究院数学教研员伍晓
焰表示，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推
动数学教学“减负提质”，而“项
目式作业展评课”是基于“玩转
数学”的一次大胆“变式”。它
将“学生活动、课后作业与课堂
教学”三者融合，让学生从中体
悟到数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感
受数学学习的乐趣；也引导教
师转变角色，善当项目式教学
的设计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苏洪雨
指出，“玩转数学”进课堂要“化
整为零，形神兼备”，即从项目
活动整体来看，要让学生们掌
握知识技能、积累活动经验、锻
炼解决问题的能力，进入课堂
后，老师要布置具体任务，让学
生们探索研究后展示成果，最

终老师在归纳总结时要上升到
数学的层次。同时，整个活动
不可缺少数学知识、数学思维
和方法。

苏洪雨还提出，“项目式作
业”并非减量，而是减“刷题”式
重复训练，同时提高了对学生
素养的要求。他强调，在这种
模式下也不能放松对基础知识
的学习，如何合理兼顾这两者
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

广州市海珠区数学教研员
罗晓斌指出，“项目式作业”中
运用的组内互评、小组互评等
方式符合“双减”下的减负要
求，也为评价学生提供了更多
策略。同时，他也就“项目式作
业”提出更多思考：这种作业模
式涉及探究、展示等环节，需要
付出更多时间，所以不常用于
常规作业中，那么在常规作业
中是否可以借用“项目式”理
念？如果用“项目式”理念改变
了传统作业形式，如何让学生
呈现分析过程？如何将分析过
程与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相结合？

另外，罗晓斌提到，要想设
计好作业，还是要指向课堂：想
要学生“玩”得好、“玩”得有效，
老师要提供科学、合理的分析
过程，这也就倒逼老师提高课
堂效率，所以“减负增质”最终
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课堂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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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案 2 几何图形的稳定性

如何兼顾“学”与“玩”？

“玩转数学”力争成为日常教学模式

“双减”后如何减作业？数
学这样的科目，不刷题能行
吗？数学如何既“好玩”又能让孩子
学到知识？近日，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牵头举办了基于广州市初中“玩转数学”创
新活动的开发与实践推广活动，广州各校积极探寻“双减”下提质增效的“良方”。

研讨会上，来自广州市第五中学的周学良、广州市花都区秀雅学校的范英兰
两位老师，分别与七、八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展现了两节“项目式作业展评课”。

“双减”政策让学校回归教育主阵地，让教育回归育人
本位，学校教育如何实现质效“双增”？“双减”政策出台以
来，由课外喵特约、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与羊城晚报
教育发展研究院联合推出的《“双减”大家谈》系列访谈节
目播出以来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1月 6日，《“双减”
大家谈》首场线下专场活动将在东莞长安举行。届时，中
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将现场做主题报告，来自广州、
东莞、江门、长安本土的校长代表也将进行圆桌讨论。

“双减”是今年最热门的教育话
题，为了给学校、老师、家长提供权威、
有益的引领，新学期伊始，《“双减”大
家谈》系列访谈节目在羊城晚报全媒
体平台陆续推出，邀请粤港澳大湾区
各个地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教
育大咖、高校专家、社会学者、中小学
校长等代表做客直播间，围绕作业改
革、家校共育等热点话题，分享真知灼

见，播出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东莞市长安镇一直以来高度重

视教育工作，本次在广东省中小学校
长联合会指导下，羊城晚报教育发展
研究院携手长安镇宣传教育文体旅
游办公室共同主办《“双减”大家谈》
长安专场，期望在“双减”政策大背景
下，为长安镇的“双减”工作与“品智
教育”建设提供指导和新思路。

双增双增
双减双减 政策下

《“双减”大家谈》首场线下专场活动将在东莞长安举行，探讨

如何在校园里培养和传承粤剧文
化，加深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10 月 29 日上午，由广州文学艺术创
作研究院及天河区文联共同主办，中
国粤剧网和天河区华景小学承办的

“非遗文化传学子，粤韵芬芳满校
园”活动在华景小学举行。羊城
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培养的“华
景少年优雅之声”学生记者们在

现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粤剧作为汉族传统戏曲之

一，历史悠久，是岭南文化的
瑰宝。据悉，此次活动将课本

《桥》的故事内容以粤剧形
式改编呈现，让同学们直

观地感受粤剧魅力，同
时普及粤剧知识，以此

促进青少年对粤剧文化的了解，
培养青少年欣赏粤剧以及学习
粤剧的兴趣。

为 让 学 生 对 粤 剧 课 本 剧
《桥》的演绎理解更为透彻，在粤
剧表演前，华景小学武老师和大
南路小学马老师分别给大家详
细介绍了语文课文《桥》的故事
内容以及课本剧《桥》的创作背
景。随后，由大南路小学的小演
员们上场演绎，带领学子们感受
粤剧的魅力。

课文《桥》以山洪暴发为线
索，讲述老支书挺身而出，有序指挥
人群过桥脱险、最终却与儿子牺牲
了的情节。粤剧课本剧将这个动人
故事通过背景音乐的烘托、道具服
装的灵活运用、演员们的精彩演绎
展现在大家面前，表演也展示了演
员们“唱、做、念、打、翻”扎实的基本
功。

观看完表演，华景小学的老师及
同学对这一生动而新颖的课本剧反响
热烈，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来自华
景小学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分享了自己
的理解与感悟：“我觉得课本剧中老
支书演绎的老党员代表着党员们总是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作
为党员的责任；看完后我深受启发，
作为少先队员，我也要肩负起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好好学习。”武老
师也讲道：“这样一篇具有教育意义、
凸显共产党先进性的文章，以粤剧的
形式展现，令人耳目一新。”

活动现场，课本剧《桥》的主创人
员还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粤剧小课
堂，让学生一起学习粤剧的角色分
类、规范性的表演动作、穿戏服等粤
剧小常识，感受粤剧的魅力。

为什么要把粤剧引进华景小学？
会后，“华景少年优雅之声”学生记者
校队代表特别采访了天河区文联主席
王芹以及华景小学大队辅导员林老
师。王芹表示，粤剧是我们优秀的传
统文化，在非遗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
地位，但年轻一代对粤剧渐渐陌生。
把粤剧引进校园，是一个让孩子们了
解和传承粤剧的开始。而华景小学有
一个很好的办学理念——优雅，这与
粤剧的内涵特征是相通的。林老师介
绍，将非遗文化引进校园，一方面有
利于学生学习和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独特韵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
学生更好地了解、传承和发扬我们的
非遗文化。

学生记者们现场报道的精彩回顾
请搜索“羊城教育”视频号观看。

（文/羊城晚报学生记者 章雨桐
指导老师：陈海云）

《“双减”大家谈》走进东莞长安，面对面谈“双减”

主题报告+圆桌对话，各方教育代表有话说

学校教育如何实现质效

“非遗文化传学子，粤韵芬芳满校园”粤剧进校园活动在天
河区华景小学举行

当课本遇见粤剧，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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