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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字是教师的教学基本
功之一，优秀的板书既为课堂增
色，又能让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更
深的印象和理解。为展示“老师
一手好字”的艺术风采，上海市
教育工会专程举办第七届上海
教师书法和板书大赛。主办方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激励申城每
一位人民教师，浓笔重彩，为教
育事业写上最新的文字，绘出最
美的图画。

比赛的书写内容，由统一
命题和自行创作两部分组成，
内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语录和
他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纪念毛
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摘要等。统一命题在
比赛现场发给选手。自创内容
要求根据主题，自行书写健康
向上的内容。评委们根据书写
的艺术性、时代性、创新性等进
行打分。

焦古月是上海理工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力学教研室的一名
青年教师，承担公共基础课和专
业课教学，此次斩获板书高校青
年组一等奖。“我在现场抽到的
统一命题题目是《习近平在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以及一组主视图和俯
视图，我的自选内容是《数值计
算方法》课程中的《牛顿迭代法》

这一教学节段，50 分钟左右完
成，时间很充裕。”

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任职的毛颖老师获得书法区县
青年组一等奖。她也是需要在
一小时内完成两幅书法作品，一

幅是现场命题，一幅自己创作。
鲁迅曾经说过：“我国的书法艺
术是东方的明珠瑰宝，它不是诗
却有诗的韵味，它不是画却有画
的美感，它不是舞却有舞的节
奏，它不是歌却有歌的旋律。”毛
颖深以为然。她一直坚信，书法
一方面起着传递文字信息的作
用，另一方面更加展现了中华民
族独特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情趣。

“从甲骨文到篆、隶、楷、行、
草，书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而每一次创造性的发展都
和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毛
颖表示，她在教授书法的过程
中，不仅仅是教如何把字写好
看，更重要的是希望锻炼孩子们
的意志力，完善人格，提升审美
趣味和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

“我想，只有让孩子对自己国家
语言文字产生情感，才能更好地
帮助青少年坚定民族自信和文
化自信，才能让他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

这位写得一手好字的老师，
还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空
中美育大课堂里，专门设计了一
套《学写十二生肖甲骨文》的系
列微课，让孩子们在这样的过程
中既了解十二生肖汉字的演变
过程，又学写甲骨文，制作出属
于自己的生肖饰品。

在现场的“1小时较量”中，上海教师的书法与板书功底一览无余。
受访者供图

未曾荒废的“武功”
看老师手书“论剑”

这边是一笔一画的粉笔字，在黑板上创作下一幅幅具有观赏性的板书；另
一边，书法作品则笔酣墨饱一气呵成……第七届上海教师书法和板书大赛近
日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市教育系统37所高校、11个区的240
位教师选手现场展示手书水平，以书法和板书两个比赛项目，按中年组和青年
组两个组别展开现场的“1小时较量”。这既是上海教师教学功底的集中展
示，更是一次集创意、设计、趣味为一体的盛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当下，信息化教学手段无处
不在，一笔一画的粉笔字，在黑板
上手写板书，还是那么的重要吗？

在此次大赛中担任高校和区
中年组评委的归水民老师认为，
虽然高科技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很
重要，但是板书的书写过程，就是
老师讲课重点的传达。“学生看着
黑板上的一笔一画，更为集中精
力。如果都是用 PPT，学生可能
就‘一晃而过’。”归水民说，黑板
板书能够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展
示老师的上课思路。与此同时，
板书除了纯粹的教学意义，本身
也具备艺术价值。

记者获悉，大赛至今已成功举
办7届，本次大赛的书法作品具有
相当的书写功底，内容丰富，排版
新颖，极大地展示了教师们在本职
岗位上奋斗多年的功底积累。

在焦古月看来，现在多媒体
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逐步取代
了板书的作用。她在学校也曾获
得过微课视频、PPT制作等多媒

体教学奖项，但她始终认为，板书
在教学中有其不可替代的独到之
处。“板书传递的不仅是科学，更
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把师风师德
无形地融入进每一个字，让学生
可以把这种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
精神，带进自己的学习生活以及
将来的工作中去。”

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语文老
师王霏对此亦有共鸣。“板书，对学
生来说，一是可以提示课堂重点内
容，二是帮助学生理清脉络，清晰学
习过程。同时，老师的一手好字，在
无形中也为学生们起到示范作用，
进而促进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此次大赛自创部分，王霏
书写的是《惠崇春江晚景》这首古
诗，并在一旁做了配图。“画画其
实不是我的强项，但平时也要出
黑板报，可能也因此积累了一些
经验。”谈及平时的板书风格，王
霏说，会根据课堂内容需要，设计
一些与课文相关的简笔画，吸引
孩子们的注意力。

老师亮出“一手好字”>>>精彩比拼

笔画之间蕴含上课思路>>>教学功底

学习内容关联日常生活
这门由上海纽约大学化学

实践助理教授 Amrita Pal 执教
的“能源与环境”是一门面向全
体学生开放的化学课。不论学
生来自哪一专业、先前是否有科
学知识背景，均可报名选修。自
2019年秋季开设以来，这门课程
一直广受欢迎，每学期都几乎满
员，课上50多名学生来自各个不
同年级和专业。本学期，来自数
学、社会学、法语、经济学、历史
和商学等各个专业的学生报名

修读了“能源与环境”课，与尚
未选定专业的大一大二学生共
同探索化学的世界。

“能源与环境”课每周有两节
理论课和一次两小时的实验课。
实验课学习安排紧密，目的是帮助
学生从周边生活中认识化学。

进入实验室前，所有学生必
须穿上白色的实验室外套，戴上
手套和护目镜，因为他们时常要
处理有毒的化学物质。为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学生在课堂和实
验室都必须佩戴口罩。而实验
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制
作电池（原电池）、通过光的化学
特性理解摄影背后的概念等。

在一节实验课上，学生们利
用光伏电池从水中制取氢气，然

后借助燃料电池技术，用这些氢
气驱动风扇。为了让受疫情影
响滞留在家的学生也能充分参
与课程学习，Pal教授和她的实
验课助理们还通过Zoom展示了
实验过程。

2023届商学与金融专业学
生吕新高中时是文科生，在修读
这门课之前没有任何理科背
景。吕新表示，到目前为止，她
都很喜欢这门课程。“课上最有
意思的是做实验。通过实验我
发现，原来我们在课上学习的内
容与日常生活有如此大的关
联，”她说，“这门课带领我们从
化学视角研究身边的环境，包括
空气中的污染物、臭氧耗竭、能
量的来源等。”

学生要走出舒适期课程
“我希望学生们不论来自

哪个专业，日后都能将课上所
学应用到各自的领域，”Pal 教
授说，“就像我们学习水污染和
臭氧层耗竭——从长远来看，
我们需要理解这些现象发生的
原因以及如何遏制它们。对这
些知识了然于心后，我们可以
制定相应的政策，做出合理的
改变，以阻止未来问题继续发
生。所以我们的课程材料横跨
多门学科。”

Pal教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化学工程师，博士毕业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2019年加入上海纽约
大学开始执教，在化学、生物学、

物理学和工程学的交叉领域拥
有丰富的研究经验。来上海之
前，她已经完成了对地表水中有
机污染物的检测研究。

上纽大文理学部主任 Ma-
ria Montoya 指出，学生非常有
必要尝试自己舒适区之外的
课程。“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通
过让学生接触新内容给他们
施加一些压力，也希望他们能
借此机会掌握一个新的学习
领域。”

据悉，明年春季学期，Pal教
授计划再次开设“能源与环境”
课。未来，“自然界的实验发现”
大类下还将新开设一门神经科
学课程“认知与大脑”，以及一门
心理学课程“当你睡觉时”。

上海纽约大学有一堂化学课，课堂上的学生却并非来自化学专业，商学、社
会学、法语、历史等等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在这门课程的课堂上找到。据了解，
明年春季学期，该课程还将继续开设。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受访者供图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开设交叉学科课程向全体学生开放

适合理科“小白”的化学课 你敢开我就敢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