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8日至30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师
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西教育论坛，收获
感触颇多，对比中西方的基础教育改革，
不禁想到我国历时18年的教改。现把一些
不成熟的思考谈出来与同行交流。

时光易逝，转眼之间我国基础教育
的“课改”已经走过18个年头，换句话
说这场“课改”已经走过了21世纪的近
五分之一，时间不算短啊！这期间中小
学的教育理念、教材设置、教学方法等
诸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走过18年
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 （不管
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为了深入推进

“课改”，现在到了对已经走过的路进行
一些反思和小结的时候了。我想，当前
不必议论这场改革的功过是非，还是就
一些具体问题平心静气地深入讨论吧。

处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背景的文
化交流愈加频繁，中西方的教育也在互
学互鉴。这些年教育改革的情况正是如
此，我们看外国，外国看我们，其中教
学模式是大家都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学模式是课改中老师们遇到的一
个普遍性的实际问题，也是值得当前教
学研讨深入研究的课题。

回顾课改的历程，“把课堂还给学

生”一度成为课改中最能体现课改理念
的口号，“杜郎口”教学模式一度成为
在全国大力推广的教学模式。“先学后
教”“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翻转课
堂”“学案教学”等等改革方案都力图
通过改变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教育
信息专家的观点更为明确：教育信息化
就是要用信息技术根本改变传统的教学
模式。高效课堂和课堂革命的提出者也
呼吁大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认为传
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是被动的接受式
学习。

为体现“把课堂还给学生”，有的学
校规定课堂教学要以学生自学和交流为
主，教师少讲或不讲，讲授的时间最多
不能超过多少分钟；有的意见认为要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成为课堂活动中
最耀眼的明星，课堂成为学生展现自我
的展示课。翻转课堂则要求学生课前通
过网上学习，课堂用于学生展示和交流
讨论。从教室座位的布置看，为便于学
生小组合作交流一改以前一排排朝向黑
板而坐的方式，改成学生围成一圈而
坐。国内教学模式的转变看来多少受到
了国外教育的影响。

如何看待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课改中

的创新教学模式呢？
下面看看国外 2014 年的一些有关报

道。
2014年11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一

篇报道 《英高官要求学习中国教学法》
（英国《每日邮报》11月15日报道），原
题：一位高官要求学校复制中式教学法。

2014年11月27日《参考消息》转载
了一篇文章 《澳专家认为“中国方法”
教育孩子更可行》（美国 《华盛顿邮报》
11月25日文章），原题：在教育孩子问题
上，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一些重
要的东西。

2014年11月28日参考消息转载了一
篇报道《英报报道：中国教师教数学重视
打基础》（英国《泰晤士报》11月26网站
报道），原题：从上海到伦敦，如何利用
中国的方式教数学。

到底外国人要学习我们什么样的教
学模式，文中所说的中国教学法指的又
是什么呢？

在上面的第一篇报道中写道：
让老师在全班面前授课要比让学生

独立完成作业有效得多。英国主管教育
的高官吉布说“我希望看到在全国各地
的学校采用全班教学法，特别是在数学

和科学领域。研究表明，与其他更专注
于个性化学习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优
越的多。”

他们是怎么进行研究的呢？文章
称，研究人员用视频分析课堂情境结果
是：

中国的课堂——那里的学生坐在一
排排面对前方的课桌后——进行“全班
互动“的时间占72%，而英国只占24%。

英格兰的课堂—那里的学生往往分
组围坐课桌前——花费约47%的时间进行

“个人或小组学习”，在中国这种互动则
占28%。

研究结论：“高效的教师用更长的时
间与全班学生进行交流，而非只与个人
交流，或让学生独立完成课堂作业。”

白金汉大学教授艾伦·史密瑟斯讲得
更尖锐：“最近几十年英国教育被进步思
想所主导，这种思想认为孩子们靠自己
学习、按照自己的步调学习比较好。”

“这显然是疯狂的做法，而人们花了40年
才认识到这一点。”“使用时髦教学方法
的问题在于，让学生自便，结果他们就
会与朋友聊天，老师则不在场。这是对
时间和资源非常低效的利用。”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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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探测银河系边缘的天文学家
观测到了银河系中一些最耀眼的“烟火表
演”——超级耀斑（superflare）。超级耀斑
又称超级闪焰，当这类事件发生时，恒星
喷发出巨大的能量，其亮度急剧增加，从
数百光年之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科学家
至今仍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直到不久前研
究人员还认为，这样的爆发主要出现在那
些年轻、活跃的恒星上，而不是类似太阳
的恒星。

然而，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超级
耀斑也可以发生在像太阳这样更古老、安
静的恒星上，只不过更加罕见，或者说大
约几千年发生一次，该研究结果应当为我
们星球上的生命敲响警钟。如果太阳爆发

超级耀斑，地球就很可能处于高能辐射波
的路径上。这样的爆发可能会破坏全球的
电子设备，造成大面积停电，并导致地球
轨道上的通讯卫星短路。

没有证据显示太阳系在过去曾经发生过
超级耀斑，当太阳年轻的时候，因为自转很
快，非常活跃，并且可能产生过更强大的耀
斑，但我们不知道这样大规模的耀斑是否在
现代的太阳上发生。超级耀斑虽然是罕见的
事件，即使频率非常低，但我们有可能在未
来100年左右经历这样的事件。

为了寻找答案，国际研究团队求助于
欧洲空间局的盖亚太空望远镜和新墨西哥
州阿帕契点天文台的数据，在一系列研究
中，研究小组利用这些仪器列出了来自43

颗类太阳恒星的超级耀斑事件。然后，研
究人员对这些罕见事件进行了严格的统计
分析。

在这项研究中，恒星的年龄有着至关
重要的意义。根据计算，年轻恒星产生的
超级耀斑最多，而像太阳这样的年老恒
星，产生超级耀斑的频率就低得多，年轻
的恒星大约每星期发生一次超级耀斑，对
于太阳来说，它平均几千年才出现一次。

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下一次太阳的超
级耀斑将于何时降临地球，但这只是时间
问题，而不是是否发生的问题。不过，人
类有一定的时间来准备，保护地面和轨道
上的电子设备免受太空辐射的威胁。

（科文）

超 级 耀 斑 或 将 威 胁 地 球 安 全

科普时报讯 （记者李苹） 主题为
“改革开放 创新引领——科技助力新时
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第21届中国科协年
会，日前在哈尔滨落幕。

本届科协年会由中国科协和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除设立科技引领、聚
力振兴、引才惠民三大板块外，还举办了
包括中国科技峰会、数字经济院长论坛、
科技创新企业家高峰论坛等35项活动，以
战略谋划、产业升级、引智聚才为手段，
吸引近6000位科技工作者全方位助力东北
全面振兴和现代化龙江建设。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表示，本届年会
突出智库引领，扎实开展前期调研，高
起点谋划高质量发展，论坛报告给人以
思想启迪；突出产学融合，举办系列论
坛活动，延伸服务链条，着力构建服务
地方发展长效机制；突出开放创新，15
项国际活动吸引近 30 个国家、20 余个
国际组织的专家参会，充分利用全球
资源培育发展优势；突出以人为本，
系列科普活动受众超百万，引进 60 个
原创性、独创性、引领性的海外高科

技创新创业项目，以世界眼光在全球
范围内引才聚才。中国科协年会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日益成为弘扬科
学家精神的阵地、展示成果的平台、
科普惠民的园地、建言资政的智囊、
开放合作的纽带。

在为期两天的年会上，“5G”“人工
智能”“智能经济”等关键词被频频提
到，核心离不开创新，在新时代，产业
创新、技术创新将为产业升级、技术革

命注入新的活力。年会期间，颁发了首
届“国际绿点大赛”奖项、中国 （哈尔
滨） 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大赛等奖
项；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与生物智
能、自动驾驶等“信息技术领域十大前
沿热点问题”发布；“暗物质是种能探测
到的基本粒子吗”“对激光核聚变途径的
探索”“单原子催化剂的催化反应机理”
等20个“2019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
难题”发布。（详见第二版）。这些不仅

能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同时对未来人
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会起到支撑和指
导作用，并为我国在科技领域实现跨越
式发展、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战略
提供支撑，成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
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助力。

“中国科协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
难题的发布，既和当下的国计民生息息
相关，又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意义。”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
在活动视频中评价道。

本届科协年会将举办地选在东北这一
新中国最早的老工业基地，意在全球科技
革命与产业革命快速孕育兴起的时代，助
力东北积极发挥资源科教优势，从而搭上
科技与经济、社会融合的时代快车。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表示，黑龙
江将深化与中国科协和全国科技界的战
略合作，广泛引入创新资源，精准补齐
创新短板，激发创新内生动力，在现代
农业、装备制造业、生态文明建设、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园区和民营科技企
业等领域深度合作、共谋发展。

聚 集 科 技 资 源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第 21 届 中 国 科 协 年 会 重 点 关 注 东 北 振 兴

很多人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天无三
日晴、地无三尺平”“八山一水一分田”

“十里不同天”“喀斯特王国”等。但是
很少有人知道，贵州是名副其实的“古
生物王国”——从低等的菌藻类到高级
的哺乳动物甚至到古人类化石均有发
现，拥有世界知名而具重要科学意义的
系列生物群，如瓮安生物群、凯里生物
群以及关岭、兴义和盘县等地的三叠纪
海洋爬行动物化石群。2018 年，中国第
11 枚“金钉子”落户贵州，更成为一件
轰动国际地学界的事件。那么，如何借
助贵州的地貌优势、古生物化石资源优
势等，依托相关科研成果，将地学科普
旅游产业链打造成贵州的另一张名片？

6月24日，贵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科普
旅游座谈会，20 余名学者、专家聚集一
堂共探“金钉子”研究方向，并就如何
从“认识地球”到如何与旅游结合，向
公众“讲好地球故事”展开了研讨。

“金钉子”是怎样的一种样板
地质学上的“金钉子”实际上是全球

年 代 地 层 单 位 界 线 层 型 剖 面 和 点 位
（GSSP）的俗称。金钉子是国际地层委和
国际地科联以正式公布的形式所指定的年
代地层单位界线的典型或标准。金钉子是
为定义和区别全球不同年代（时代）所形
成的地层的全球唯一标准或样板，并在一
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岩层序列中标出，
作为确定和识别全球两个时代地层之间的
界线的唯一标志，也被称为“地球的年
轮”，地质学界的“奥林匹克金牌”。

目前，我国金钉子分布较广，已有黄
泥塘金钉子、长兴灰岩金钉子、花垣排碧
金钉子、蓬莱滩金钉子、古丈金钉子、王
家湾金钉子、黄花场金钉子、长兴金钉
子、碰冲金钉子、江山金钉子以及剑河金
钉子等11个金钉子获得国际认可。

2018年6月21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秘书长Stan Finney亲笔签字，批准了以
中国贵州大学赵元龙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
将中国贵州剑河的苗岭统及乌溜阶作为国
际寒武系第三统及第五阶的报告。至此，
全球第68颗、中国第11颗“金钉子”落
户贵州剑河，中国成为全球拥有“金钉
子”最多的国家。这枚“金钉子”也使赵
元龙教授成为在生物群及地质年代学研究
均取得杰出成就的古生物学家。

剑河“金钉子”最火的导游
从科普的角度看，地质遗迹类科普旅

游资源有包含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但相
对比较深奥；易吸引游客，但不易科普；
景观性强，但参与性差等的特点。“金钉
子”既然亮相于世，到那参观的人数猛
增，那么，谁来做导游合适？

贵州大学省古生物研究中心教授杨兴莲分享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剑河金钉子”最火的一名导游并非隶属
于某正规旅游团，而是当地八郎村一名兼职的农民“科
学家”导游。“来剑河‘金钉子’参观的大多数游客选
择的不是持证导游，而是选择与他们一起长年工作的农
民来做他们的导游。”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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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上的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俗称“金钉子”，另外还有“地球的
年轮”和地质学界的“奥林匹克金牌”之誉。一年前，中国第11颗“金钉子”落户贵州剑
河，怎样借“金钉子”将地学科普旅游打造成名片，成为贵州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日前，一场科普旅游座谈会在贵州大学召开，多名学者、专家聚集一堂共探“金钉子”
研究，就如何从“认识地球”到如何与旅游结合，向公众“讲好地球故事”展开了研讨。

（相关报道见第一版、第四版）

““金钉子金钉子””助力科普游助力科普游

我 国 “ 课 改 ” 需 要 进 行 反 思
—— 关 于 第 一 届 中 西 教 育 论 坛 后 的 思 考 （上）

□□ 王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