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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15 日，来自政
府、文化、学术、企业各界代表
100余人，共同见证无锡市吴文
化研究会举行换届会员代表大
会，无锡市政府原副市长吴建选
等嘉宾应邀与会。

会长吴仁山作无锡市吴文化
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经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产
生了新的理事会成员，知名学者
黄树生当选为新一届会长。黄
树生系文学博士，无锡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多所大学兼职

教授、研究生导师，江苏省诗词
协会常务理事，无锡市诗词协会
副会长兼碧山吟社副社长。

3200年前，泰伯奔吴开创勾
吴文明，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自
成立以来，一直是吴地文脉的坚
定守护者与传播者。“吴文化作
为江南文明的根与魂，是无锡城
市发展的精神底色。新一届理
事会将努力推动吴文化研究从
学术殿堂走向大众生活，助力无
锡文化名城建设。”黄树生说。

陶子

孩子们一进校门便被浓厚的
科学氛围所包围。“今天开学第一
天走进学校，我发现学校大变样
了，里面的布置让我感到我仿佛正
处在一个太空基地”，学生张宇畅
介绍说，校门口一排火箭模型傲然
挺立，仿佛蓄势待发，航天员的模
型英姿飒爽，他们仿佛正经历着太
空探索的惊险与奇妙。走廊被设
计成飞机舱的模样，连教室也被布
置成航天主题，整个校园仿佛变成
了一个太空探索基地，让学子们瞬
间沉浸其中。

上午，全体师生参加“航宇科
普创新中心”启用仪式暨新学期开
学典礼，学校特邀航天无锡健康管
理中心主任何发伟、上海市静安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冯景华以及
新安街道代表、家长代表共同出
席。

在“开学第一课”上，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冯锦华以《太空中
的神奇实验》为题，带领学生开启
星际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植物
生长、太空舱内的科学实验……震
撼影像与生动讲解交织，课堂秒变

“宇宙直播间”。冯老师更以趣味
问答点燃思维火花——“太空种子
能在地球开花吗？”“宇航员如何应
对失重？”趣味问答环节更是将课
堂氛围推向高潮，学生们争相举
手，积极参与讨论，展现出了对航
天科学的浓厚兴趣。

红领巾讲解员朱鑫蕾通过短片
带大家“云游”航宇中心，从飞机模
拟舱到实验台，每一处设计都激荡
着探索未知的渴望。无人机课程专
家邵老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飞
行原理与课程规划，学子们跃跃欲
试，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乘着去年11月举办校园科技
节活动的东风，新安实验小学策划
了这次“开学第一课”航天科普教
育活动。“作为新学期第一课，我校
举办的这场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
的航天科普活动，不仅展现了我国
空间站的前沿科技成果，更在孩子
们心中播撒下了探索未知的科学
火种。”该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翁
子腾说。

据了解，去年科技节期间，该
校组织学生们走进上海航宇科普
中心参观学习，还在校园科技节开
幕式上与上海市宇航学会代表签
订共建“航天科技教育特色学校”
协议。在此次开学典礼上，校领导
携手嘉宾共同为双方共建的“航宇
科普创新中心”揭幕，标志着该校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科技教育又迈
出了新的步伐。 李婷

《伯渎河两岸的故事》《九色
鹿》《走进吴文化博物馆》《五牛
图》《福袋》……这些展示在无锡
市新城中学课程中心美术室的
一件件“蓝印花布”作品，令观赏
者赞赏不已。这些，都是该校

“草木染”社团学生作品。去年
底，此社团获评新吴区中小学校

“十佳艺术社团”，这是该校近年
来艺术教育、美术教育取得的又
一成果。

据了解，该校“草木染”社团
成立于2020年9月，分为蓝印花
布社团和蜡染社团两块，分别由
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美术研训
员张敏、新城中学美术教师陆彩
昕担任指导老师。

秉承“以美育人”的教育理
念，新城中学围绕“民间艺术进
课堂”，结合劳动教育课程目标，
立足教材，以蓝印花布和蜡染为
突破口开展实践研究，增强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草木
染”社团为艺育、美育而生，旨在
传承和弘扬蓝印花布与蜡染这
两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带领学生
走进吴文化精神世界，在民间传
统工艺中守正创新。

蓝印花布作品都是该校初二
年级学生设计并制作的。“蓝的
干净纯澈，白的纯洁无瑕,没想
到这些朴拙优雅的传统民间艺
术作品出自于学生们之手。”老
师们对这些初二学生创作的蓝
印花布作品发出了这样的感
叹。学子们以蓝印花布为学习
内容，在夹杂着石灰和豆粉的特
殊气味里，同学们将一块块平淡

无奇的白布上浆、浸染，在一次
次的实践中，分明看得出他们脸
上表情微妙的变化：好奇—疑虑
—惊喜。而刮白之后的期待，犹
如期待采摘丰硕的果实，水流之
下，满眼欢喜。

蜡染社团学子们以刀为笔，
在白布上绘制各种图案，再经染
色、脱蜡等步骤。他们在寻访家
乡吴文化的过程中，从历史故事
里、博物馆中及民风民俗里，逐
步了解具有地域特色的吴地文
化，将吴文化元素融入艺术创作
中，增强文化自信。

“草木染”社团成立以来，参
与了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持
的省陶研会和“十四五”无锡市
规划课题工作。2023 年 11 月，
作为市级课程基地校园文化项目
的生命教育课程，社团参与了“生
命美学”主题展出；同时，在新吴区
教师发展中心、惠山区教师发展中
心联合举办的“新吴惠山”艺术工
坊教学沙龙中，“草木染”社团作品
进行了两区联展活动，并做了特色
项目讲座和交流。

新城中学已成为江苏省基础
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重大实验
项目“美术学科实验基地”、首批
新吴区美育特色学校，该校充分
发挥学科基地的示范引领和辐
射作用，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
动，美术学科组在开展“草木染”
社团工作中，将进一步落实“文
化厚植底蕴，艺术映照生活”的
美学理念，用民间艺术传播“新
吴能量”，讲好“新吴故事”。

陆彩昕

一是以级群数字画像助力循
证式园本教研。幼儿园利用数字
化教研资源，通过循数字画像、循
多元证据，在以数据实证为核心的
思辨与对话中研究课程。如每个
学年初利用“问卷星”对教师进行
教科研现状的问卷调查，了解园本
教研、课程建设等方面的现状，制
订园本教研计划。

幼儿园依托“一起长大”幼儿
发展评估数据报告开展“问题跟踪
式”教研活动；利用“儿童拍照”“幼
儿园之旅和地图制作”等马赛克倾
听方式，收集幼儿户外游戏的需
求，开展“马赛克方法下的户外游
戏场优化”教研，优化户外游戏场
环境，丰富课程资源；依托数字群
像和数据统计展开的教研活动，帮
助教师们改进教学策略，不断提升
教师群体的专业素养。

二是以班域数字画像助力班
本化课程生发。园本课程架构中
有借鉴蓝本的基础课程，也有各班
自主生成的班本项目课程，这种

“创生取向”的课程主题一般都是
先有活动内容，再根据活动过程调
整活动目标，进而继续生发新的活
动内容。除了每日师幼互动，教师
还通过阿尔法阅读蛋、GPT 机器
人、喵喵机等数字设备获取信息。

这些数字设备的使用贯穿课
程实施前、中、后全流程。课程实
施前，教师依据数智平台的班级数
字画像，了解幼儿群体学习状态，
以班级实际问题为课程改进的突
破点，制定保教周日计划与活动方
案。实施中，教师通过数据源召开
儿童会议，和幼儿一起团体讨论，鼓
励幼儿自我表达，展示经验，以此生
成班本化的课程。实施后，班级教

师利用“一起长大”平台的班本课
程项目的主题评价指标，记录和评
价个体发展情况，生成班级幼儿的
学情，继续发现课程新的生长点。

三是以个体数字画像助力个
别化教学支持。幼儿园依托幼儿
个体数字画像，实现因材施教、因
人导学。例如教师通过数智平台
对幼儿进行追踪观察，建立个体成
长档案，教师基于多维度、全过程
成长数字画像，了解幼儿个性、兴
趣和学习状况，提供量身定制的学
习体验。再如教师基于阿尔法蛋
使用中生成的幼儿阅读行为数据，
为每个幼儿制定专属的阅读提升
计划。教师通过浏览GPT机器人、
录音宝盒等数智设备中所形成的
个体学习数据信息，为幼儿制定个
别化教学计划，满足幼儿个别化学
习需求。

这些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画像，
让幼儿园实现了多向融合的教研
和五大教学领域的学情分析，呈现
了园本课程实施的新样态。

陆静华 孟志敏

校园变身太空探索基地
这所小学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为学子点燃“航天梦”

华庄中心幼儿园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画像

推进数字化赋能课程建设

学者黄树生出任
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草木染”社团
为艺育美育而生
这群学生玩转蜡染和蓝印花布

新学期开学，火热的人工智能和科技教育元素很快融入了无锡很多
中小学校园。

2月13日开学第一天，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的孩
子们踏入校园，惊喜地发现学校仿佛成了一座“天文馆”或“太空探索基
地”。原来，学校以“雅美修身立行，宇航逐梦未来”为主题，为孩子们打
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航天科普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开启
充满科学梦想的“星际之旅”。

在科技和信息化背景下如何让数智技术真正赋能幼儿园教育教学？
无锡市华庄中心幼儿园借助线上数智平台及线下数字化设备，依托数字
技术生成的数字画像，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幼儿园课程建设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