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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 1、上海市綫上教學：錄播課自主學習 &  直播課引導式學習

2、本人所在學校使用的是IB國際文憑課程與本地課程結合的融合
課程。

3、學段為MYP-G6，學生年齡11~12周歲，班級學生數量為28人
左右

4、教學大綱為本校中文組自行編訂，教學資源為自編材料、綫
上資源與滬教版教材中部分內容。

基本狀況





1 2 43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獲得課堂的持續關注

及時有效地進行
多方交流

如何開展合作性活
動

如何設計有效的形成
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

“交流”作爲本學科的精髓，是轉變課堂形式後首先需要考慮的。課程設計中需保證教師與學生交流的
充分順暢，需要保證朋輩之間交流的充分順暢，以及讀者與文本及作者三者之間交流的充分順暢。
在綫上這種幹擾較多，直接性指導難以實施的情況下，對教師而言是一大挑戰。

形成性評估又被稱爲爲了改進而進行的評估，能使老師和學生更深入瞭解正在發展中的知識、理解、
技能和態度。因此設定適合於綫上學習的形成性評估有助於老師和學生瞭解學習進展和狀態。

綫上教學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2
單元設計



I

C

S

INQUIRY

基於探究的意義建構——通過為新舊知識之間建
立聯係，進而建構意義。

Concept Based

由概念驅動的——理解和建立可遷移到新情境的
概念。
本單元概念為：交流、變化、個人表達。

SITUATIONED

基於特定情境的——在特定的全球背景之下探究
和思考，可與其他學科建立相關性。
本單元全球背景為：時空定位
主要定位於中國古代，重點關注唐朝。

單元設計基本共識（ICS）



以探究問題為框架引導由事實性資料到深層思考，由舊有知識聯通新知識的探索！



1、單元導入：綫上mini”中國詩詞大會“（一課
時）；本單元目標介紹及詩歌發展歷程概覽（一

課時）

2、《十五夜望月》《迢迢牽牛星》《寒食》的
鑒賞學習及瞭解“借景抒情”的表現手法（三

課時）

3、《馬詩》《竹石》《石灰吟》的鑒賞學習及
瞭解“托物言志”的表現手法（三課時）

單元概覽



4、形成性評估“沒有什麽是一首唐詩解
決不了的”跨學科合作探究活動（6課時）

5、總結性評估（1課時）
兩個書面交流任務兩選一

6、單元總結與反思（個人完成並提交）



直播授課軟件：ZOOM

師生溝通互動軟件：WECHAT、ZOOM、Phone

作業提交及資料發佈平臺：Managebac &

wechat學習小組群

綫上學習使用的軟件及工具



3
探究活動案例分享



“沒有什麽是一首唐詩解決不了的”合作探究活動時間軸

NO.1任務細則解
讀及分組（週五）

NO.2

NO.3

NO.4小組分工及資料的查找整理（週末）

兩節課zoom教師綫上研
討（週一週二）

六個小組的zoom在綫展示及點
評（週三至週五）

NO.4 同學互評和自評
（週末）



資料搜集

篩選、分析

聯係、理解形成解釋

小組展示

每位小組成員均需查找兩首與子主題相
關的唐詩並查找相關背景及評價，瞭解
這兩首詩的觀點及藝術特色。

組內討論，挑選五首最
適宜的唐詩，並對其中
兩首進行配樂朗誦和鑒賞
分析

通過對兩首代表性詩歌的鑒
賞，理解其思想特色和藝術
特色與時空背景的關係，進
而用人文學科知識輔助探索，
較高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
詩歌出現在唐朝的原因。

彙報需配以ppt，幫
助聽眾理解。Ppt中
希望能呈現搜集的
事實性材料，能看
出分析和理解的過
程，並且能明確地
看到對探究問題的回應。

整合基於事實性材料得
到的可能性解釋，並整
理形成有邏輯性的解釋。

为什么中国诗歌的盛世会在唐朝出现？





設計者：施月萍、吳弈凡、王雪平







學生作品



事實性資料



意境鑒賞之配樂朗誦（選擇配樂和合適的語調都是鑒賞和理解的過程）



深層表達意圖識別和藝術手法理解



深層表達意圖識別和藝術手法理解



探究問題回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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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估是基於形成性評估的探究活動設計的，考慮到學生能力的差異性，設計
了兩個總結性評估任務，以保證總結性能盡可能呈現每位元同學的學習收穫。



4
總結與反思



線上教學需充分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

探究活動設計需注意“因材施教”

探究性學習需要教師足夠的支撐
和幫助

形成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的
設計講求科學和一致性



從多角度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1、教學內容需與學生的先備知識相關；教學活動充分考慮學生興趣且具有一定挑戰性。（K-W-L）

2、充分考慮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層次，儘量做到每位元同學都能參與；活動的細節體現對學生的尊重。（按興趣分組）

3、活動設計注意難度的層遞性，以幫助學生深化理解和認知；儘量提供學生使用新知的機會。（L-B-D)

4、創造交流的機會，包括同伴之間的分享和面向全班的分享。（T-P-S）



形成性評估與總結性評估保持一致性

1、形成性評估可以及時回饋過程資訊及時
給予支持和鼓勵學生學習。

2、兩種評估都需與探究說明有直接性聯繫。

3、形成性評估應當是為總結性評估做準備。



探究性學習需要教師充分的支援

1、探究性活動是基於問題展開的。

2、深化理解的過程中探索、質疑、連系時，學生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

3、zoom分組討論區，微信聊天群都是能隨時為線上學習提供支援的工作。



希望與各位有更多的探討、交流！

吳弈凡 Email:u3551949@connect.hku.hk



綫上mini中國詩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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