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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记市三女中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走进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英语课堂，以“阅读圈”

模式为框架，生动的文学阅读让同学们体验英语阅读的

乐趣。走出教室，丰富的国际交流活动为市三学子提供

了语言实践和文化交流的舞台。生活化、立体化的语言

学习，让市三学子的外语学习变得有趣而多彩。

上课铃响起，市三女中里一堂报刊阅读课即将开

始。高一年级的学生小严格外兴奋，这是她一周里最

期待的英语课程。

以《中学生英语报》为阅读文本，同学们采用 litera⁃
ture circle“阅读圈”的模式，四人一组从词汇、语法、内

容等多维度解读文本，分角色交流对同一语篇的不同

见解。而在课前，他们已经确定好组内的角色分工，并

根据角色任务完成了“任务单”。

与老师同学们的共读下，有难度的语篇被逐一拆

解，英语文学的魅力在深入浅出的解读中散发出来，小

严开始体会到英语阅读的乐趣。“初中时，我以为英语

学习就是应试刷题，大部分的英语阅读都来自于课本，

也不知道怎样进行科学阅读。”但现在，全新的课程体

验打开了她英语学习的“另外一扇窗”。“原来英语阅读

也能这么有趣！”小严感叹。

“阅读能力的提升在于积累，‘阅读圈’的模式则是

为学生提供了可供攀爬的支架，辅助学生外语阅读，更

便捷、生动地进行阅读积累。”市三女中

外语组组长丁燕婷介绍道。

为了不让知识“雁过无痕”，学校还

在期末考试中专门开辟一块报刊阅读的

考核板块，以此强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课外时间里，数字平台上的英语小说自

主阅读也在持续进行，学生选择感兴趣

的书，坚持每天阅读打卡，并以音频、海

报等形式展现所思所想。

“以知识能力和思维品质为指向，英

语教学没有停留在为考试而进行的阅

读，而是着眼于学生终身学习的发展，培

养学生的英语兴趣、阅读习惯和文学素

养。”丁燕婷说道。

老师们的良苦用心收获显著。在为

期两年的英语教学效果问卷调查中，老

师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们开始主动地寻找课外阅读文

本，阅读兴趣不断增长。英语阅读的学习，成为学生们

眼中一场拨开迷雾、探索未知、拓宽视野的趣味旅程。

走出书面的文学阅读，语言习得还指向国际化文

化传播的更高层次。在市三女中，丰富多彩的国际交

流活动为市三学子提供了语言实践和文化交流的

舞台。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市三女中陆续与 9个国家

与地区的 16所学校结交了友好交流关系。每年，市三

学子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与他们交流校园生活，

开展文化活动。同时，许多市三学子也走出国门，参与

校际互访、艺术科技论坛、多边课题研讨、学生领导力

培养、一年期互换生交流等多种国际交流项目，从中锻

炼自身胆量、体验他国文化、邂逅异域风情、收获国际

友谊。与此同时，学校的AI外交官多语言实验室也为

同学们在国际会议中解决沟通问题和语言障碍。

校园里，市三女中外语组致力于英语阅读教学的实

践探索，在校本拓展教学“文化之旅”“科技之旅”研究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市三英语阅读教学特色及阅读教学模

式；“双新”背景下，“针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科单

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实践和研究”也为市三女中的英语教

学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源泉。此外，学校国际融合微

课程的整合也促进多元文化的交融。法语、日语等拓展

型课程的开设进一步积累多语教学经验。

生活化、立体化的语言学习，带来一次次生动的多

元文化之旅，让市三学子积淀深厚的文学阅读素养，也

提升着跨文化交际与民族文化传播的能力。

智慧教学让“烧脑”课程变有趣
——复旦中学哲学课堂侧记

在复旦中学哲学特色班的学生看来，哲学课的课堂

总是“烧脑又有趣，轻松又刺激”。学生们在观点交锋中培

育哲学思维，在哲学议题中收获生活智慧。在这门由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中学合作的哲学特色课程中，“以哲

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现实生活问题，培养具有敏锐

的哲学意识、浓郁的人文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始终是课程的育人目标。

“少小离家老大回，漂泊多年、两鬓斑白的游子与年

少时的自己还是同一个人吗？”

“一艘在海上航行数百年的船，在维修中被不断替

换掉原有的功能部件，它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

复旦中学哲学特色班的课堂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王新生将唐诗《回乡偶书》中作者贺知章的经历与

著名的哲学问题“忒修斯之船”联系起来，引出同学们对

人的根本属性、人的统一性进行探讨。一时间，教室里

关于“是与不是”的问题众说纷纭。

“在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发问和追问，而这

就是哲学性质的思维。因此，大家的回答都是哲学性的

回答。”在复旦中学 2023年秋季学期的哲

学特色课程《哲学导论》中，王新生以深入

浅出的方式为同学们开启了哲学的大门，

“哲学与我们的生活绝不遥远。”王新生对

同学们说道。

2020年5月，长宁区与复旦大学签订

共同建设复旦中学战略合作协议。经双

方共同策划，中学哲学教育课程自 2020
年11月起开始实施。2021年2月，由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中学共建的“长宁

区复旦中学哲学教育基地”正式签约。每

学期的周二下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老

师们准时与高一、高二的孩子们开启时长

90分钟的智慧之旅。

“虽然课程内容‘烧脑’，但氛围却很

轻松，课堂上老师鼓励我们各抒己见，同

学们的看法不同也没关系。”经过一学期

的学习，“学会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探索身

边事物、解决问题”是高一学生小周的最大收获。“遇到

不同观点时，我会思考这种观点是否片面、经不经得起

推敲，而不是一味地相信或反对。”他说。

除了哲学课程，学子讲堂的教学形式也颇受哲学特

色班学生的欢迎。从“黑白玛丽”“电车难题”等经典哲学

思想实验，到“什么是996”“人类在本世纪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什么”等社会议题，孩子们将研究性学习成果通过演

讲、辩论、赏析、演绎等不同形式在学子讲堂中加以呈现，

道出自己对哲学和生活的所思所想。此外，哲学话剧表

演、哲学辩论赛、哲学演讲、暑期中学生哲学夏令营等多元

形式，进一步推动着学生打开哲学的“思维之窗”。

专业知识和日常话题相结合，让学生们学会用哲学

的观点解释现实中的问题，锻炼了学习力、思辨力和表

达力。而在校园中，多方力量的支持营造出浓厚的哲学

学习氛围，保障学生在课内外持续高效学习。

在复旦中学淞虹路校区，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哲

学教育基地包含1间300人容量的多功能会议室、2间录

播教室、1间阅览室和1间活动接待室，可实现师生开展

哲学课程、专题会议、小组实践等多项功能。由教研组

长、年级组长、课程助教和图书管理员等教师组成的“哲

学特色班课程工作组”对学生实行教学指导与学业规

划，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走进图书馆，图书管理

员提供的阅读材料与课堂实录贴心又全面。

步入哲学课堂，复旦中学的学子从生活的山脚起

步，不断攀爬智慧的高峰。步履艰辛时，许多学生便用

那句常常被老师提起的诗激励自我：“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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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学科提素养，新教研促发展”为主题，在

上海市虹桥中学“新教研”项目研讨暨虹桥中学65
周年校庆专题活动中，各学科教师为大家带来一

堂堂生动的跨学科公开课，并分享“新教研”下的

教学经验与思考。以“笔记”为抓手促进创新能力

培育，以跨学科真实情境任务驱动自主学习，无形

的核心素养在有形的课堂学习中成长起来。

走进虹桥中学语文教师丁京京的课堂，一连

串地理知识在屏幕中闪现。各大洲的平均海拔、

南极北极的平均气温、南极“风极”……在这篇以

科考队南极探险为背景的课文《伟大的悲剧》里，

极地的相关知识让同学们对文中风雪以及食物资

源匮乏的描述有了更为具象的认知。

“学生能够更加设身处地地感受课文中的探

险英雄所处的恶劣环境，从而领悟他们为人类进

程不畏个人牺牲的伟大人性光辉。”丁京京介绍。

2023年，上海市虹桥中学以市教研室“指向核

心素养的新教研”项目为契机，依托“深度教研”的

理论与操作模型，在学校跨学科自然笔记课程研

究基础上，以“四轮驱动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践

研究”为主题开展项目研究。“怎样以跨学科教学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成为虹桥中学“新教研”教研

组持续思考与实践的问题指向。

“所谓跨学科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多元，而是

真正让学科内核产生关联。”这是丁京京在不断磨

课中的感悟。为此，丁京京立足文本解读的学科

核心，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抛出了“语文书上和历史

书上的探险事例侧重点有何不同？语言风格有何

差异？”这一问题。

“历史书上侧重叙述，语文书中用更多的细节

描写！”“历史书重视事件的意义，语文书上重点讲

精神品质。”……学科间的比较引发思维的碰撞，

同学们兴致勃勃地举手发言。

在虹桥中学教研组的教学实践中，跨学科教

学还指向思维广度的引导与真实的情境运用。

数学课上，进博会大数据分析融入六年级的

百分数应用，学生在历年进博会中的参展商、成交

额等数据体会进博会开展的意义；物理课上，七年

级科学课中“眼睛的构造”与八年级物理课上“凸

透镜的成像规律”知识点关联起来，学生通过人眼

模拟调焦实验了解近视的矫正方法，直观感受物

理学解释生活现象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教师

们立足青铜器的历史发展、艺术水平等知识点，确

定“探究青铜器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这一学习主

题，从价值观培育出发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将知识综合与真实问题解决于一体的整体

教学思考，推进着综合学习中的跨界融合，进而培

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正确价值观。”虹

桥中学校长薛剑晨介绍。与此同时，学校自然笔

记课程特有的“观察、记录、阅读；展示、交流、合

作；实践、体验、研究”18字学习方式贯穿课程设计

始终，形成了基于观察力提升、培育创新素养的跨

学科课程课堂教学范式。

以“笔记”为抓手促进创新能力培育，以跨学科真实情境任务驱动

自主学习，无形的核心素养在有形的课堂学习中成长起来。

目前，虹桥中学已组建起“课程教学专家”+“教导处”+“综合研究

室”+“教研组长”+“青年教师骨干”的跨学科教研共同体。与此同时，学

校通过“学习交流”“教学实践”“活动研讨”“教案研制”四轮驱动，明确

了跨学科典型教案具备的四个主要特征、六个基本要素，以及“五大关

注”实施策略，并积极开展各学科教学实践，目前形成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生命科学、历史学科的跨学科典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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