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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近年来，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教研员和区教研
员以及上海市学科专家多次莅临华东师大
一附中，走进课堂，和学校教研组一起开展

“新结构化教学”的积极探索，致力于让学
校的教研活动从“规范”走向“品质”，引领
教师向专业化、高素质发展。11月20日，
华东师大一附中开展了以“新教研 新结
构 新课堂”为主题的展示活动。
找寻课堂教学支架，优化课堂学习境脉

在主题汇报环节，袁芳校长进行了题
为《“新结构化”教学赋能思维进阶》的汇
报，围绕“新结构化”教学的缘起、内涵、实
践、成果这四个方面介绍了学校“新结构
化”教学的开展情况。“新结构化”教学能让
学习内容有价值，有现实意义；学生的学习
经历有挑战，有思维进阶；学习过程有评
价，有情感体验。袁校长强调，课堂是给每
一位孩子赋能的过程，课堂要生动有趣，激
发思维成长，必须提供支架，这个支架就是
学校层面全体推动的“新结构化”教学，其
目的是重构教师和教材，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交互关系，整合教学评价，进而优化课堂
学习的境脉。

如何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解决真实问
题的能力？如何统整知识能力和素养发展
的关系？在教研微论坛上，学校物理组四
位老师以《真实情境下的课堂教学问题链
设计》为主题，揭秘了借助学校“新结构化”
教学探索提出课堂三要素的过程，并进一
步探讨了不同课型中如何创设问题链，期
待通过问题链的设计，提供学生思维支架，
形成思维闭环，最终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
能力。活动当天，学校还组织了八门学科
的教学展示，分享了学校新教研项目的阶
段性成果，搭建了校际交流平台，推进了教
研教学经验的传播交流。
探索教学实施路径，推进课堂真正变革

华东师大一附中探索“新结构化”教学
的实施路径令与会的专家领导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委
教研室）教研员、正高级教师张新宇博士充
分肯定了“新结构化”教学的探索价值，也
建议研究还要从素养整体化、结构化发展
的角度加以思考，“情境场、问题链、反馈
环”三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反馈环
的特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
委教研室）院长王洋作总结讲话，他认可学
校新教研项目展示活动的安排，以“新教
研”推动“新教学”，以“新教学”形成“新课
堂”，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成果彰
显。“情境场、问题链、反馈环”的路径非常
具有研究价值，要从校长视角、教研组长视
角、教师视角三个视角评估学校活动，从而
真正做到校长引导、教研组长跟进、教师紧
跟，形成项目研究团队，整体推进课堂的真
正变革。

本次活动不仅展示了华东师范大学第
一附属中学在推动教育创新和提升教学质
量方面的坚定步伐，更是对研究型学校、研
究型学生、研究型教师培养理念的有力诠
释。通过新教研的深入开展，全体教师用
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家精神，深耕校本教研，
共同探索了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效路
径，致力于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
神的学习共同体，为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文/袁芳

深耕校本教研 弘扬教育家精神
——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新教研项目展示活动顺利举办

“反向攀比”
是理性消费的表现

“最近薯片涨价，在超市买都要七元
钱一包。我在淘宝买只要5元4角，是宿
舍里买得最便宜的。”大二学生小刘打开
淘宝，自豪地展示自己最近的“战绩”。
近年来，她和宿舍的室友凑在一起，比谁
买的价格更优已是常事。“高中时对钱没
观念，上大学后，自己握着生活费，买东
西才开始仔细看价钱，也才会‘反向攀
比’。”小刘解释说。控制自己的支出消
费，了解到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她觉
得，“反向攀比”是她，也是许多大学生真
正迈入社会课堂的第一步。

研三学生小张对“反向攀比”可谓是
十分熟悉。平时，他总会和室友下意识
地和对方对比购买日用品的价格。“买同
一个东西，你在网上20元，我线下花了30
元，听到相差10元，就有种吃亏的感觉。”
他举例道。一般情况下，买便宜了的人还
会啧啧感叹一番，调侃买贵了的人。不
过，双方是真的在认真攀比吗？小张表
示，双方都是开玩笑居多：“其实‘反向攀
比’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在以很轻松的方
式去分享购买经验，督促自己践行好的消
费观，养成节约和不乱花钱的习惯。”

“我个人认为，‘反向攀比’是一种顿
悟。”王青说道。她觉得，“反向攀比”是个
人不再受消费主义影响，理性消费的一种
表现。上个月，她花五百元买了款自觉性
价比高的耳机，但朋友告诉她，她三百元
的一款耳机性能也和王青的差不多，王青
果断退了耳机，和朋友选了同款产品。

年轻人开始流行“反向攀比”
专家：明确消费目的，避免盲目跟风

不比花钱多，比谁花得
更少；不比谁的东西贵，比
谁购买的东西更便宜。最
近，一股出人意料的“反向
攀比”之风在大学生间悄然
兴起。“大学舍友一分钱买
了两袋洗衣液，上楼梯差点
笑岔气，我却难受得两晚睡
不着”“高中生攀比：我这双
鞋500元，大学生攀比：我
这箱纸没花钱”……“反向
攀比”逐渐在网络平台上流
行。年轻人不再炫耀贵价，
而是热衷于省钱，这就是所
谓的“反向攀比”。

年轻人为什么要“反向
攀比”？不同的年轻人给出
不同的理由。有人说，这是
消费观的成长，他们从中获
得了不一样的满足感。也
有人抱着疑惑，对“反向攀
比”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见习记者 林千惠

不能让消费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

授秦朝森表示，反向攀比现象的出现，是作

为尚未完全经济独立、经济压力较大的大

学生群体，开始更加注重理性消费的表

现。他们意识到节约和性价比的重要性，

通过寻找高性价比的商品来满足自身需

求，同时减轻经济负担。而社交媒体上各

种消费经验分享、省钱攻略等内容广泛传

播，让年轻人更容易了解到不同商品的性

价比情况。看到他人通过合理消费获得了

较好的生活品质，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热

情地参与“反向攀比”。

在他看来，反向攀比对年轻人具有一

定的好处。其促使年轻人在购买商品时更

加注重性价比，对商品的价格、质量、功能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不是冲动消费

或盲目跟风追求高价商品。这有助于他们

养成理性消费的好习惯，对个人财务管理

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但他表示，“反向

攀比”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比较行为。在这

种氛围下，那些在“攀比”中落于下风的年

轻人，可能依然会感受到社交压力。

“明确消费目的是满足自身的实际需

求，而不是为了追求与他人的比较或满足

虚荣心。在购买商品时，要综合考虑自己

的经济状况、需求程度和商品的性价比，避

免盲目跟风或冲动消费。要认识到消费只

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让消费成为生活的

主导，更不能让消费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

和人生目标。”他说道。

“反向攀比”
仍然是“攀比”

“如果要说不好的一点，‘反向攀
比’仍然是‘攀比’。”研二学生小袁表
示，“节省和寻求性价比是好事，但大家
比来比去就变了味。”虽然大家比低价，
多是调侃之意，但有时玩笑过了度，也
会引起一些不快。小袁曾见到两个室
友讨论各自买的东西，其中一位使劲说
自己买的东西低价又好用，和另一位室
友高价买的东西没什么区别。另一位
室友因此挂不住脸，说话也带刺。最后
两个人都变得不太开心，是小袁上去圆
了场。

“拿‘反向攀比’来省钱当然不是万
能的，也不会总是最优解。”王青说道。
比如有些时候，一些商品价格很便宜，
但质量不如她所期望，她就不会购买，
而是选择她觉得质量更好、但价格更贵
一些的商品。“‘反向攀比’只是一种购
买时的取舍标准，但也有别的标准存
在。不然比来比去，还是被商家牵着鼻
子走。”她表示。同样，小刘也表达了类
似的看法。一次她和室友在网上几元
钱抢了十几包卫生纸，到手时发现虽然
便宜，纸质量却很差，味道臭、质感很粗
糙：“低价并不是最重要的，‘反向攀比’
也是在某个区间，还是要讲究生活质
量。”

“反向攀比”由于涉及商业买卖，不
少商家看准商机，在一些较为热门的视
频底下，偷偷在评论中打广告。混在评
论区里，以学生的口吻推介低价商品，

“都是旗舰店活动”“只发优惠券”……
点进主页，都是在推介自家产品。网络
真假难辨，也需注意区分。

正方观点▼

反方观点▼

年轻人不再炫耀贵价，
而是热衷于省钱。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