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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做习题不再
需要笔和纸，在Pad上
点点划划就能完成当
堂练习……18日，在芝
罘区“智慧课堂”研讨
会上，Pad教学的展示
让港城学生和家长开
始关注这一新生事物。
目前，Pad教学还没大
范围地进入课堂，但是
争议声已经传来了，孩
子视力会不会受影响？
学生自制力差能正确
利用么……

芝罘区4所小学试点
Pad教学的新闻，引发了
不少市民的关注和讨论。
有市民认为体验“数字化
学习方式”是好的的，但
很疑惑普及如此高科技
的“装备”是否有必要。

“小学生自制力差，

谁能保证学生真正把Pad

用于学习？另外，Pad对小
学生的视力损害很大，一
些色情信息对小学生也
有不良影响。”牟平区市
民毕先生并不赞成这种
教学方式。

“我也不赞同这种做

法，小学阶段基本行为习
惯的养成很重要，普及
Pad课堂，我担心孩子的
书写能力、阅读能力都会
受到影响，并且课堂师生
交流也会减少。”烟台大
学人文学院的青年教师
薛涛说道。

“这也增加了小学老师
的负担，孩子小，老师们除
了正常教学外，还要负责孩
子的各个方面，比如吃饭、
穿衣、甚至上厕所……现在
再搞这个，老师压力更大。”
薛老师说，“年轻教师还吃
得消，老教师呢？”

“看起来确实挺先进，

但课上没有课本的讲解，
上来就提问、互动，这只能
用在复习课上，真正上课
还是要按部就班一点。”18

日观摩会现场上，来自开
发区一所小学的老师说，

“我感觉现在变化太快，我
们才刚刚学会用电子白
板，现在又要学Pad教学，

有点赶不上啊。”
“不知道芝罘区老师

是如何在教学工作中运用
的？老师用的时候最好不
要用太多，否则看起来很
热闹，小学生下课啥也不
知道，成了舍本逐末了。”
牟平区一所小学的老师说
道。

“要是这么好，那么人家北
京、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地方
不早就普及了吗？”芝罘区一位
家长说，“我认为小学生学的知
识有限，正常的板书完全可以
胜任，最多加个投影，没有必要
这么大阵势，普及Pad教学，我
觉得有点超前。”

“ 我 觉 得 普 及 有 点 够 呛
啊。”高新区一所小学的校长
说，“人手一本，如果政府投入，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现
在还没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免
费午餐还没实现，很多地方连
加餐都没有；如果政府投入，家
长自愿投入，是否会导致学生
之间产生虚荣攀比的心理？”

“现在小学生的书
包多重啊。”市民宋永广
说，我每天路过小学，都
会看到，小学生年纪不
大书包却不轻，有的干
脆用拉杆书包。”如果普
及了Pad电子书包，那是

不是孩子们的书包就轻
便多了？”

据 介 绍 ，“ 电 子 书
包”里有课本、工具书、
课堂及家庭作业、师生
互动的论坛等。学生上
课不用带许多教材和教

辅资料，一个“书包”就
可以全部搞定。英语单
词可以跟着原声朗读；
抽象原理可以通过动画
演示；老师上课的内容
以后还可以录成视频，
方便学生回家温习……

教育的理念是因材施教，
“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智慧课
堂’上，每个孩子的Pad都与老师
相连，学生的问题，可以直接反
馈到老师的Pad上，真正实现一
对一互动。”芝罘区仪器站孙海
珍老师说，这避免了同一内容集
体讲授，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

“智慧课堂”不光是在学校
课堂上，将来还会延伸到家庭。

“比如翻转课堂的实现，我们可
以以个性化网络教育服务平台
为支撑，创设不受时空限制的

‘虚拟课堂’，给学生提供更加开
放、便捷的学习环境和优质的学
习资源。”孙海珍说。

不过，
也有不少市民对于Pad教
学的普及推广表示支持，

“孩子能多学点，还能有
意思地学，有什么不好
呢？”莱山区一位学生家
长说，“如果学校免费提
供Pad教学，我是支持的。

教育信息化、电子化、无
纸化是大势所趋。”

十年前，课堂引入
PPT等多媒体教学时，教
育界也有过争议。如今，
随着平板电脑的普及，
P a d作为教具进入中小
学，争议自然免不了。

“新事物，当然代表
了教育发展的潮流和方
向。但有些人暂时接受不
了，也在所难免。要看这
个东西怎么用。肯定是有
利有弊的，要相互结合，
取其精华。”葡萄山小学
教师杨吉满说。

Pad教学已经不是设想，目前芝
罘区已经有毓璜顶小学、珠玑小学、
只楚小学以及鼎城小学开始试点，
但啥时候普及，负责建设“智慧课
堂”的芝罘区教体局教育网络与数
据中心老师说，暂时没有时间表。

根据2013年8月制定的《芝罘区
教体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
应用的通知》中提出，2013年在部分
学校进行试点探索。截止到2015年，
努力实现80%中小学完成“校园无线
网覆盖工程”、“高清录播教室工
程”、“智慧教室工程”。

据了解，目前4所小学的试点只
是在部分老师和同学中试点，没有
正式大范围地推入课堂教学，试点
小学里不少小学生现在还没有“摸”
到Pad。“因为我们前期跟家长做过
沟通，很多家长持反对态度。”一所
试点学校的副校长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近几年，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
圳、大连等大城市的中小学，已开始
电子书包教学模式的实验和研究。

放眼全国，大家都在探索。据了
解，目前各地推行电子书包试点，在
内容建设、软硬件的配备上，并无统
一的标准。各校使用的信息终端载
体，有的是iPad，有的是专业厂商生
产的便携式电脑，同一城市的使用
的终端设备也不一定统一。

因此，Pad教学的积极作用究竟
如何？负面效应又有哪些？在什么年
龄可以适用？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
传统教学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
这些内容，教育主管部门的规范和
指导性意见暂时也没有出台。

“过分强调工具的重要性，而
不改变教育理念、教育评价体系，
创新初衷就可能变调。”早在两年
前，Pad进入上海小学生课堂时，21

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就开始了对这个现象的研究。熊
丙奇认为，在不少学校，教师是否
使用PPT是评价课堂是否“现代”
的一个指标，这是对现代教育的严
重误解。他认为，我国的学校有无
现代教育技术，并不是眼下最关键
的。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
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太
陈旧，这些不改变，引进新技术，只
是形式上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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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媒体教学的投入，主
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为了避免
孩子的攀比心理，减少贫富差距
造成孩子接受教育起点的不公
平，国外采取的多是公共投入的
办法。美国纽约为了试点Pad教
学，政府出资1 3 0万美元购买了
2000台Pad。

但美国并不支持小学采用
Pad教学，进行试点的多是高校，
也有少数中学。

美国Pad教学

试点多在高校

教育部门说法

教育专家观点

“我认为家长的担心不无道
理，我们教育部门应该有一个谨慎
的态度。电子书包本身没问题，数
字化教育是大趋势，但是如何保证
电子书包里的内容真正适合学生，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问孩
子、问家长到底需不需要？如果有
需要，那在怎么利用效果最好？要
形成一套经验后才能逐步推广。”
烟台市教科院副院长管锡基说，电
子书包的推行，不在于快，而是要
扎扎实实，搞明白了再推。

推广要有一个

谨慎的态度

不改变教育理念

创新初衷会变调
他山之石

课堂上，学生接收到老师发布的测试题，现场在Pad上答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小小学学试试点点PPaadd班班引引热热议议
按部就班还是普及Pad教学？市民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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