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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静安
区“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上海市风华
初级中学教育集团于近日举行“激活学
生创造力的校本研修设计与实施——实
践共生的校本研修新样态”，暨“静安教
育学术季·第八季”研讨活动，活动同步
进行线上转播。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所长徐士强、
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曹刚，静安区
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周瑾、静安区教育学
院副院长汪振兵、静安区教育局中教科
刘科长莅临指导。

第一个环节中，语文教研组、备课组
围绕“激活学生创造力为导向的初中语
文读写任务设计与实施”主题，呈现双新
背景下集团开展“实践共生”的教研新样
态成果。语文教研组长石雨霁讲述了如
何在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下，通过确立教
研组学期研修主题、备课组研修项目、组
建共研小组等形式，实现全员参与，研修
内容全覆盖。

六、八年级语文备课组以论坛形式交
流展示了组内老师如何在校本研修中通
过合作、共研、创新，让课堂教学回归“以
学习者为中心”，撬动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第二个环节中，曹刚老师、徐士强所
长做了专业精彩的点评，两位专家都对
风华初语文组的校本教研表示高度肯
定。曹老师指出校本教研是将国家的理
想课程转变为教师理解的课程、进而变
成执行的课程的重要途径，风华初语文
组的教研形态用群体优秀经验带动团队
内教师整体发展，通过系列的设计分步
开展专题研修，并在行动研究使研修成
果在课堂落地。

徐士强所长指出我们从学生的创造
力出发，反思学生需要怎样的课堂、需要
怎样的教育，在写作教学中关注安全友
好的课堂氛围、阶梯式的任务支架、高水
平的课堂互动等要点，还应进一步通过
校本研修探索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够呈
现出既包含整体学科核心素养培养要求
又能聚焦学生创造力培养的课堂，通过
融合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此前，风华初开展了“激活学生创造
力·日常教学新样态”专项行动，在本次活
动第三个环节，进行了校本团队研修方案
评选颁奖，共有10个研修方案被评选为
优秀。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周瑾、静安区教
育学院副院长汪振兵、静安区教育局中教
科科长刘文俊为获奖教研组颁奖。

近年来，风华初努力构建教育教学
质量持续提升的校本研修支持系统，营
造良好教研生态。本次学术季活动也是
上海市教育学会2021年度教育科研规划
课题《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实践性学习
活动研究》（课题编号：202102110）和上
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力行
动（第四轮）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未
来，风华初将继续以校本教研赋能教师
课程领导力，走出集团教育教学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之路。 文/胡航舟

激活学生创造力的校本研修设计与实施
——实践共生的校本研修新样态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教研水
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近日，浦东新区教
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有幸邀请到上海市教
委教研室初中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曹刚
老师为我们现场授课，开设讲座。学校全
体语文老师及厦门海沧区华附实验中学跟
岗教师和基地语文见习教师一起参与了本
次活动。

精彩课堂
曹老师借六（4）班带来了一节精彩的示

范课。曹老师首先引导学生阅读单件事记
叙文文本时要先关注引言部分，并从中找
出核心句。

随即，曹老师引领学生边读边了解一
些基础信息，如故事中有哪些人，主人公是
谁，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然后，基于
第8段产生下位问题：是什么触发了贝多
芬的灵感？曹老师带领学生捕捉关键细
节，推导行文思路：贝多芬在与这对兄妹接
触的过程中，有哪些“情不自禁”的表现？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有这样的表现？每一处
表现蕴含着他怎样的情感？先让学生逐一
找到表现、判断原因、推断情感，再让学生
用“之所以……是因为……”的句式理清情
感脉络。

之后，基于第9段又产生下位问题：贝
多芬即兴创作时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
两位听众表现怎样？贝多芬在即兴创作时
会有怎样的表现？学生据此推断出贝多芬

的创作是一气呵成的，感受到伟大艺术家
的高超技艺与人文情怀。这样，曹老师通
过问题链，逐层引领学生提取基础信息、捕
捉关键细节、梳理文章思路，合理构建问题
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效地形成解读的思考
路径。

在曹老师循循善诱的启发和点拨下，
学生沉浸文本，于无形中懂得了善于提问
能使阅读变得更深入的道理，同时也学会
了课堂上不仅要积极思考，还可以有效整
合同伴的思考，能在理清课文联系的基础
上流畅完整的表达，形成单件事记叙文的
阅读路径。短短四十分钟的课堂，曹老师
呈现了一堂高效且有深度的语文课，拨动
了学生的心弦，更是让老师开拓了思路，获
得了极大的启迪。

教学研讨
示范课后，曹老师与老师们进行了教

学研讨。曹老师谈到核心素养包括关键能
力、必备品格和正确价值观。而关键能力
的培养是课堂上落实核心素养的重点。曹
老师说知识不等于素养，但素养的学习离
不开知识。知识包括事实性、概念性、程序
性和元认知知识。因此教师不仅需要加强
文本解读能力，更要还原解读过程，教会学
生思考的策略。而学科实践和综合学习就
是让学生“做中学”，通过实实在在的思考
路径，建构专家思维，会读文章。

曹老师的讲座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
接地气可操作的实践步骤，堪称专业领域
深度和广度完美结合的典范！本次教学研
讨活动令老师们受益匪浅。文本解读乃语
文教学的根基，老师们要真切地从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出发，抱着“微言精义，愈探
愈出，愈研愈入”的精神来研读文本，落实
核心素养，强化学科实践，使语文课堂教学
回归本真，彰显本色。 文/陈思明

浦东新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落实核心素养 强化学科实践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抗美援朝最为著名的上甘岭
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弱战胜极强的
经典之战。2023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文献纪录片《上甘
岭》以纪念。青年报记者获悉，作为上海文化
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
录片中心、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该片共3集，每
集约50分钟，首集已于1月2日22:00正式登
陆东方卫视播出。

全球找档案
上甘岭开战当天独家影像首次公开

中国人都熟知上甘岭战役，历年来也
有不少反映该战役的影视作品，但是这场
战役留下的真实历史影像非常稀少。

2023年，纪录片《上甘岭》导演组在全
球的档案机构搜寻，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
馆查找到一份胶片档案记录，上面标注为
1952年10月14日即上甘岭战役爆发当
天，美军步兵第7师在朝鲜某地的影像。
通过胶片数字化转制后，导演们惊喜地发
现在这条时长10分钟的原始胶片中不仅
拍摄了上甘岭开战当天美军炮击上甘岭
地区的镜头，还记录了美军战地医疗站的
伤兵和美军堆积如山的炮弹壳，由此可见
当时战况之激烈。

纪录片《上甘岭》采用了不少来自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反映抗美援朝
时期志愿军战斗和生活的珍贵历史影
像。同时，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协助下，
导演组还从海外采购了当时美联社“三角
山战斗”新闻（注：美方称上甘岭战役为三

角山战斗）和当时南朝鲜军攻打537.7高
地北山的战斗新闻，这些新发现的上甘岭
战役不同阶段的真实影像均在纪录片《上
甘岭》中首次呈现。

除国内拍摄采访外，纪录片《上甘岭》
摄制组还远赴韩国、俄罗斯、美国寻找故
事线索和档案资料。导演组通过在美国
的老兵后代和军史专家获得了一批上甘
岭战役相关的珍贵档案资料和战地照片，
补充了许多生动细节。为了讲述上甘岭
战役中志愿军非常经典的炮战，摄制组除
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拍摄当年
志愿军使用过的各种型号火炮外，还特别
前往莫斯科的俄罗斯中央武装力量博物
馆拍摄BM-13火箭炮，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喀秋莎”，并采访了俄罗斯的专家讲述背
后的故事。由于现在上甘岭地区仍属军
事禁区，2023年夏天摄制组还跟随志愿军

烈士后人和志愿者专家团队到朝韩边境
祭奠，记录下感人的瞬间。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王立
俊介绍说：“纪录片《上甘岭》是对上甘岭战
役的一次全面呈现。既有宏观的叙事，也
有细节的描述，既有武器装备的介绍，也有
精神层面的展现。而且，除了中方的史料
和采访外，也适当加入了国外的档案资料
和采访，体现了纪录片的国际化视角。”

致敬青春
电影级视听元素“再现”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的主战场是只有3.7平方

公里的两个小高地，海拔不到600米。为
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的地形和战斗细节，
纪录片《上甘岭》邀请了曾经参与电影《长
津湖》特效制作的团队制作了三维立体沙
盘和部分战斗场景的实景三维再现。导

演组还联合特效团队把目前游戏制作中
常用的虚拟动作捕捉技术运用到纪录片
中，邀请专业的军事动作演员再现了上甘
岭战役中志愿军老兵发明的创新战术“包
饺子”和“打空炸”。

在声音制作方面，纪录片《上甘岭》邀
请了专门为军事电影制作音效的团队，为
纪录片中出现的各种武器和战斗场景打
造电影级的声音效果。同时，纪录片以老
电影《上甘岭》中脍炙人口的插曲《我的祖
国》为创作灵感，运用不同的配器演奏作
为纪录片的主题音乐，唤起几代人心中关
于上甘岭战役的记忆和情感。

纪录片《上甘岭》导演组均为80后、90
后，在此次创作中导演们也寻访拍摄了不
少年轻人和“上甘岭”的故事，他们各尽所
长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了纪录片的创作
中。例如制作微缩模型来还原上甘岭经
典的坑道战；通过三维模拟和虚拟动作捕
捉技术还原志愿军的战术；用射击游戏重
现志愿军神枪手的风采；用漫画创作再现
英雄人物的故事等。

80后姑娘孙嘉怿是“我为烈士来寻
亲”公益项目发起人，近年来她曾带领志
愿者团队为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王万
成、朱有光烈士寻找亲属，纪录片摄制组
也跟随他们到烈士家乡记录下了许多动
人的故事。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党总支
副书记、纪录片《上甘岭》总制片人朱宏
说：“当年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很多烈
士都正值青春年华，纪录片《上甘岭》也加
入了当代年轻人的视角，以青春致敬青
春，告诉大家70多年后的年轻人并没有忘
记历史，没有忘记英雄。”

上海出品纪录片《上甘岭》开播

展现中华儿女永不坍塌的精神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