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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公开课《走进物联网》

一、通知与安排

善真教师的力量

——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善真”好教师团队展示活动

薛家实验小学以“需要每个人，为了每个人、成就每个人”为教

师发展核心目标，不断优化教师发展机制和素养结构，探索善真教师

研修模式，努力从组织建设、平台搭建、评价机制等多个维度探寻“善

真教师”发展脉络，实现项目驱动、行动迭代。2023 年 4 月 4日（周

二）下午我校将以“善真教师的力量”为主题开展四有好教师团队展

示活动。

一、活动时间：2023 年 4 月 4 日 13:00-16:00

二、活动地点：薛家实验小学两校区

三、参加对象：两校区空课老师、参与活动老师、安排表中各负

责人

四、活动流程：

时间 地

点

活动内容 责任人

13:00

前 两

校

区

1.两校区大厅签到（做好活动地点引导）

2.观看主题展板（奥园校区操场至报告厅）

朱小昌（总负责）

曹俊 奚栋娴（丽

园）

李小英（奥园）

13:00

——

14:00

1.各学科课堂展示（两校区安排详见附表

1）。

各学科责任人

刘刚到奥园报告

厅2.评课议课（两校区安排详见附表 1中的备

注）。

14:20

——

14:50

使命·担当

1.微视频《大家薛小》

媒体保障：

刘刚、刘疏影；

2.主题汇报《至善求真：创造教育新世界》 万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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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园

报

告

厅

14:50

——

15:30

成长·共创

1.故事讲述：最美 Ta 力量

（1）遇见

（2）做不被定义的自己

（3）较量

姚明珠（总负责）

2.情景直播：薛小甄选 高云（总负责）

3.教师风采：善真教师说 曹燕（总负责）

备注：1.展示 PPT 等提前上传好（陈红芳）；2.媒体保障：话

筒、音响等（刘刚）；3.各板块间的转场要预先安排（姚明珠）；

15:30

——

16:00

领航·再出发

1.专家指导

2.活动总结

郑飞（总负责）

1.场地设备：刘刚 ；2.媒体、PPT：陈红芳、刘疏影（做好主会场的主题

PPT）

3.摄影：王佳佳 ；4.报道、微信推送：李小英

5.后勤保障：刘伟（环境卫生+校区停车安排）；

谢丰（环境卫生+校区停车安排+奥园展板摆放）

6.学生车辆接送：朱志刚、陆秋敏

7.化妆：陆秋敏 音乐老师

附表 1：各学科教学主题与活动地点
学科 地点 执教内容 班级 执教者 责任老师

语文

奥园报告厅 一年级《夜色》 一（9） 张建妹 郑 飞

本部至真楼一楼多

媒体教室

五年级《红楼春趣》 五（2） 陈静琪
潘虹

数学

本部至真楼三楼录

播教室

六年级《拓展课：方圆之间》 六（15） 施 琦

陶榆萍
本部至真楼一楼科

学教室 1

三年级《混合运算》 三（4） 李 羚

英语

本部至真楼二楼多

媒体教室

三年级 Unit4《 Where's the

bord？》

三（7） 韩 翠

王 丽
本部信知楼三楼五

（9）

五 年 级 unit4 《 Seeing the

doctor》

五（9） 张 莉

音乐
本部沛学楼二楼音

乐教室 3

四年级《春游》 四（1） 姚明珠
姚明珠

体育 本部体育馆三楼 三年级《排球：原地正面双垫球》 三（1） 翁 婷 翁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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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
本部至真楼三楼美

术教室 5

四年级《做做海洋生物》 四（3） 王佳佳
王佳佳

科学
本部至真楼二楼科

学室 5

四年级《庞大的家族》 四（9） 朱亚娜
顾海燕

信息 本部至真楼三楼信

息教室 2

五年级《走进物联网》 五（12） 刘疏影
陈红芳

劳动
本部体育馆五楼智

慧厨房

三年级《西红柿炒鸡蛋》 三（20） 王 翔
沈彩虹

道法
奥园 1 号楼二楼录

播教室

一年级《风儿轻轻吹》 一（1） 丁晓晴
曹 燕

班队
奥园 1 号楼三楼舞

蹈房

一年级《课间十分钟 》 一（15） 顾丽娜
袁明明

备注：关于评课议课安排：

1.评课流程：执教教师说课（5）+学科组教师评课（5）+责任老师讲课（10）；

2.参与评课教师：责任老师确定好参与评课活动的老师名单，交叉学科做好人员的调剂统筹；力

求做到说课有侧重点（谈课堂+谈变化+谈成长）；评课有主题（课题+项目+课标）；讲课有引领

（课标+教师+学生）

3.评课地点：评课地点原则上安排在执教地点或就近处；同一校区同一学科可以集中评课（学科

责任人确定地点，且保障该地点不与后面上课班级冲突）；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2023 年 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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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

走进物联网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刘疏影

一、教材分析

本课是六年级小学信息技术的第 13课，是物联网模块的初识课。本课的目

的是要让学生通过这节课走进物联网、认识物联网。它是学生今后深入物联网的

一个前奏，所以要从学生身边的物联网应用入手，通过启发与发现、观察与思考、

讨论与体育，让学生逐步了解物联网。

二、学情分析

本课教学对象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有了一定

的了解，而对于物联网技术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身边的应用，对“概念”的理解

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要让学生亲身体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

捷，并尽量通过讨论、实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全体学生都能自主探索并

获取新知。

三、教学目标

1. 知道物联网的概念及其特征，能对其中原理进行分析理解，能尝试模拟、仿

真、验证解决问题的过程。

2. 了解物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对物联网的敏感性。

3. 选用合适的物联网设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4. 了解物联网中蕴含的网络安全问题，有自我防范意识。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物联网的应用与特征的理解。

难点：物联网的基本概念的理解，物联网与互联网差异的理解。

五、教学准备

课件、可调光灯泡、智能音箱、小米摄像头、天天跳绳、手机 app、操作手册，

任务单。

六、教学过程

活动一：欣赏学生物联网作品

活动目标：通过观看教师演示操作物联网作品，引起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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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的特殊性，对物联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活动过程：

师：有同学发现我们教室今天多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是老师把自己的家做成

了模型带到了教室来，你们想参观我的家吗？

预设回答：想

师：我的家有许多功能，请同学们来探索一下。

师生演示操作物联网作品。

师：同学们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可以操控我的家吗？

预设回答：互联网/网络......

【设计意图】课堂初始，利用学生智能家居作品演示操作，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发现物联网技术的特殊性，对物联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活动二：了解物联网

活动目标：通过观察物联网作品，让学生更全面理解物联网。通过物联网和互联

网的对比，让学生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物联网概念的理解。

活动过程：

1.物联网的概念

师：很好，互联网把物体和手机或者另一个物体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

习的物联网，也是搭建智能小家最重要的一项技术。

揭示课题：《走进物联网》

师：我的家还有许多隐藏功能，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教师演示操作物联网作品。

师：同学们都观察到什么了？

预设回答：检测到有可燃气体/火/地震时，会发出警报声。

师：我的智能小家就是通过电子传感器，检测到相应的情况，将信息通过网络传

输到智能芯片中，智能芯片进行反馈处理。我们的物联网就是通过这些设备，将

任何物体与互联网相接。

课件出示物联网的概念，请同学读一遍，加深记忆。

【设计意图】通过简单介绍，让学生对物联网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播放视

频，让学生更全面理解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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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

师：因为将任何物体与互联网相接，所以我们也把物联网称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

那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请同学们打开桌面上《物联网与互联网

的区别》PPT。

学生自主操作，教师巡视。

师：同学们试着总结一下，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

预设回答：物联网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师：观察这两张图片，试着描述一下哪张是物联网，哪张是互联网，说出你的理

由。

预设回答：互联网是人与人进行信息交换，物联网可以人与物还可以物与物。

师：那老师想问，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们的物联网技术还能实现吗？

预设回答：不能，物联网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实现的，没有互联网，物与物之间

就不能连接。

【设计意图】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对比，让学生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进一步加

深了学生对物联网概念的理解。

活动三：体验物联网

活动目标：通过体验物联网设备，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物联网技术的特征和原理

流程。通过对生活中存在物联网智能应用的部分认识，培养学生对物联网的敏感

性。

3.物联网的特征

师：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物联网，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学生根据操作手册体验感知物联网应用。

体验过程中完成桌面上《体验流程》文档。

学生小组合作体验，教师巡视指导。

师：请同学们回顾你们刚刚的体验操作，根据桌面上的文档尝试总结一下你们的

体验流程。

预设回答：通过网络连接，平板 APP/语音控制，达到智能家居的效果，但容易

信息泄露......。

师：同学们的回答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课件出示），你们发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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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回答：都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平板操控......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物联网的三大特征：信息感知、网络传输、智能应用。

师：让老师来测试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例如，当我对小爱同学说放点音

乐，这个过程中物联网的特征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预设回答：小爱同学感知到了相应的语言，通过网络传输到了智能芯片中。

师：小爱同学有很多功能，那可以控制教室的灯光吗？为什么？

预设回答：不可以，不是智能的，没有特定的芯片/没有与小爱同学连接......

师：如果让你来设计，你会怎么设计？

预设回答：在灯管中加入芯片......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体验讨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整体思维能力，让

学生归纳出物联网的三大特征，印象更加深刻。

4设计智能家居

师：同学们的想法创意特别棒，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设备，

例如电饭煲、微波炉......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把他们变成智能家居中的一员

呢？

主题：设计智能家居。

组内活动时间：3分钟

汇报要求：

1. 解决实际问题。

2. 语言讲解清晰。

3. 汇报时间：1分钟以内。

小组合作完成，教师巡视指导。

小组汇报，其他同学填写评价单，指名进行评价。

评价引导：好在哪？有什么建议？

【设计意图】通过物联网智能应用的发散讨论交流，让学生充分了解到物联网技

术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各类事物的对比讨论，让学生对物联网概念掌握得

更好。

活动四：总结交流

师总结：这节课同学们学习了初识物联网，了解了物联网的概念以及其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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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并且进行了体验。但是，关于物联网的知识和应用远远不止这些，让我

们通过一个视频来简单了解一下。

播放视频《生活中的物联网》。

师：通过视频，请同学们说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物联网应用呢？

预设回答：智能交通......

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同学们这节课的创意都可以一一变为现实，如果你想更

深入地了解物联网，那么下一节课，老师将带领大家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设计意图】最后总结将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串联起来，理清物联网的相关知识，

并为下节课的学习作铺垫。

七、板书设计

任务单：

智能家居设计：

需求分析：

设计草图

走进物联网

物 + 互联网 人/物+

信息感知 网络传输 智能应用

实现功能 所需技术支持

电子传感器 智能芯片基础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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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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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公开课《走进物联网》

一、通知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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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

课堂“深度学习时刻生成”教学设计方案

学科 信息 课题 《我帮田忌赛马》

教时 日期 执教者 刘疏影

一、教学目标

1.根据演示文稿的主题要求，设置自定义动画效果，实现演示文稿内容的动态显示。

2.在操作过程中比较各种不同的动态显示效果，确定合适的动画方案。

3.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儿童的好奇心，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及发散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二、目标制定依据

1.教材分析

（1）就单元而言："WPS演示"是一种媒体集成软件，利用它可以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体

的集成，是学生进行信息加工与表达的有效载体，在小学信息技术教材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学生

通过信息技术的学习，了解了信息的有关知识，掌握了信息的识别与获取方法，学会了信息的整理、

存储与管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加工与表达，完成对信息的发布与交流，实现信息素养的培养。

在此过程中，"WPS演示"成为学生信息加工与表达的主要工具，与"WPS文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2）就本课而言：本课是苏科版的《小学信息技术 4 年级》WPS 演示单元的第 8 课。主要教学内容为

设置动画效果，在现实情境中体会用幻灯片表达信息的方法，使用进入、强调、退出、动作路径的动

画效果，在田忌赛马活动情境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生动表达信息的能力。

2.学情分析

学生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具体运算阶段，具有基本的迁移能力，

能够自主展开探索。在学习本课前，学生已经学会了制作静态的演示文稿，对动态演示文稿的制作充

满兴趣，所以有能力进一步学习设置动画效果。

教 学 过 程

教学板块 教学内容与呈现方式 学生活动方式 交流方式

一、创设情境，

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田忌赛马》的

故事吗？（出示《田忌赛马》课文图片）

有同学能试着概括一下这个故事吗？

师：今天，让我们也来当当小军师，利

用动画效果的设置，帮助田忌赢得赛

马。

揭示课题：《我帮田忌赛马——设置动

画效果》

生：田忌和齐王赛马，

第一次用上等马对上

等马，中等马对中等

马，下等马对下等马，

输了。第二次，谋士孙

膑让田忌用下等马对

上等马，上等马对中等

马，中等马对下等马，

赢得了比赛。

全班交流讨论，指

名回答

二、任务驱动，

进阶学习

活动一：田忌赛马

师：现在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齐王和

田忌相应的马匹都等候在赛道旁，请同

学们完成这一轮赛跑。

出示任务一：

制作两匹马“从起点跑出，到终点

停下”的动画效果。

提示：“动画”选项卡——自定义动画

学生自主操作

预设1：飞入效果

预设2：动作路径

教师巡视指导，师

生共同解决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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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台演示操作并讲解。

演示学生作品。

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师：有狠多同学都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第二页幻灯片

中，请同学们播放并仔细观察，找出答

案。

学生演示操作并讲解。

师小结：“开始”可以改变动画效果的

顺序，“方向”可以改变动画效果的方

向，“速度”可以改变动画效果的速度。

师：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完善第一轮比

赛，并完成第三轮比赛，帮助田忌取得

最终的胜利。

出示任务二：

1.完善第一轮比赛；

2.完成第三轮比赛。

展示学生完整作品。

活动二：新田忌赛马

师：到目前为止，齐王和田忌各赢了一

场比赛，这个时候，齐王不服气了，提

出要再来一场比赛，我们第三轮比赛，

发生了一点变化。

出示任务三：

1.田忌与齐王来到了现代马场，场地好

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2.齐王发现了田忌的计谋，提出要再比

一场接力赛，田忌还能赢吗？

3.......

师：请同学们，任选其中一种，创编属

于你的“新田忌赛马”！

师：请同学们根据表格，对展示的同学

进行评价。

学生继续完善

生：两匹马速度一样。

两匹马先后跑出。

同桌观察讨论。

生：修改“开始、速度”。

学生自主操作

小组讨论交流。

学生自主操作。

问题。

指名上台演示并

讲解。

教师巡视指导

全班展评

教师巡视指导，发

现资源。

全班展评。

三、课堂小结，

情感升华

1．回顾知识，梳理知识点。

2．总结提升，情感升华。

全班交流讨论 全班交流讨论

板书设计

我帮田忌赛马——设置动画效果

齐王

上等马

中等马

下等马

田忌

上等马

中等马

下等马

田忌赛马

新田忌赛马

进入

退出

强调

动作路径

开始

方向

速度



13

三、评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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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教科院小学教学常规调研课

一、通知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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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案

交往互动式教学设计

课题 第 7课 穿越迷宫
教时 两课时

日期 月 日

一、教学目标（在怎样的情境中，围绕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活动，达成什么结果）

1、掌握用多种方式控制角色。掌握多种侦测和条件判断的使用方法。运用多类侦测和条件判断，创编故事。

2、让学生经历发现、探究、修改、运用、创作的过程，理解条件判断控件在生活情景中的应用方法，并进

而让学生初步感知任务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在活动中充分地体验、感知，在完成本任务的过程中要引

导思考、猜测、实践与总结。

3、通过 Scratch 游戏作品的制作体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激发学生学习编程的兴趣，勇于探究的精神，

在活动中体验成功与喜悦的情感，从而增加对 Scratch 的学习兴趣。

4、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不断创新与实践, 并运用侦测与条件判断创作故事或游戏。

二、目标制定依据

1.教材分析

（1）就单元而言：Scratch模块从内容设置的角度来说,属于《江苏省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纲要(2022年

修订)》“身边的算法”模块的内容。在知识结构上属于建构性认知体系；从教学实践角度来说则属于学习

者应知应会的项目。教师在本单元的教学中，应注重计算思维方法的教授注意模块对于语言意义的解释,

让学习者通过模块的组合感受到编程的过程,理解常用模块中脚本的含义,并能通过一定的脚本来表现自我

设计的作品。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生初次接触流程图的概念,教师应结合生活实践，让学生建立完成任务

之前必须有规划的意识，理解流程图在规划中的作用。流程图设计不但渗透在本单元的练习中,在6年级的

机器人部分学习中,学生还将再次体验用流程图解决问题。

（2）就本课而言：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通过鼠标控制小猫的运动,其涉及的知识点有：小蝌蚪跟随鼠

标,运用多种侦测、“如果…”控件和重复循环来实现不同条件下躲避障碍，最后碰到···。其中让学生

感知鼠标跟随控件和多类侦测、判断脚本的含义,对小学生来讲不易理解,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体验。根据

本课的教学目标可将教学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设置小蝌蚪跟随鼠标游动，这个是比较基础的，在之前

的课上,学生已经有了多次接触;第二部分是相应的多种侦测和判断脚本来帮助小蝌蚪躲避障碍，切身体验

侦测和条件判断脚本的含义和作用，及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这是本课的重难点;第三部分是运用侦测和判

断控件来创作故事。

2.学情分析

（1）有什么：生活中有走迷宫的经验，了解迷宫的特性

（2）缺什么：难以理解多类侦测和条件判断脚本的含义

（3）能什么：运用侦测与条件判断控件创作故事或游戏

教 学 过 程

活动

板块
活动内容与呈现方式 学生活动方式 交流方式

核

心

过

程

一、情境导入

师：同学们听过《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吗？

你能简单讲讲吗？

师：小蝌蚪们在许多小动物的帮助下，终于

找到了青蛙妈妈。青蛙妈妈见到久别重逢的

生：一群小蝌蚪在

各种小动物的帮

助下，成功地找到

了自己的妈妈。 生看图说故事，师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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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们，内心非常激动。她拥抱了每一个

孩子，可是发现少了一只小蝌蚪。这只小蝌

蚪掉队了，它在河道里游了几天几夜，都没

有找到妈妈，它到底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

最后是怎么找到妈妈的呢？

请同学们打开 Scratch，上传《小蝌蚪找妈

妈》。

二、知识新授

活动 1：分析故事，学习脚本

师：小蝌蚪在河道里游了几天几夜，都没有

找到妈妈。说明小蝌蚪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师：对啊，小蝌蚪此时此刻一定非常累，肯

定游得很慢，所以脚本里设置的速度不能太

快，应该利用到哪个控件？

再考虑到我们需要演示故事的发展，需要控

制小蝌蚪游动的方向应该怎么做呢？

活动 2：测试脚本，发现问题

学生展示

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怎么做才

能让小蝌蚪一直在河道里游动呢？

提示：用“如果……那么……”形式的自然

语言提出改进的想法。

师：退回起点是游戏型脚本的设计方法，而

我们现在是在进行一个小故事的续写，要更

加贴近生活实际。第二位同学则联系实际，

想到了撞到岸边的反作用力，会后退 2步，

非常棒。在我们的 Scratch中，也有“如果

那么”条件判断控件，请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学生展示

生：它现在特别

累！

生自主操作

生演示并讲解，师

补充

生：小蝌蚪会游到

岸上。

生 1：如果小蝌蚪

碰到岸上，那么就

回到起点。

生 2：如果小蝌蚪

碰到岸边，那么就

后退 2步。

生自主操作

交流

生交流

生调试交流，搭建脚本。

师巡视引导，归纳。

生调试交流，搭建脚本。

师巡视引导，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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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3：巩固新知，创作改编

师：老师的故事就编写到这里，接下来小蝌

蚪会在河道里遇到什么困难呢？又是怎么

度过的呢？最后找到了青蛙妈妈时，久别重

逢的母子俩会说些什么呢？同学们可以发

挥自己的创意。

展示学生作品，全班评价。

生演示并讲解，师

补充

两人为一组，讨论

故事的情节发展，

并根据故事设计

单完成相应的故

事脚本，合理分

工，进行脚本搭建

和故事的演示及

讲述。

学生合作探究，展示，

互评，教师引导并总结。

拓展延伸、总

结提升

课堂进行到这里，学生们已经完全投入到故

事的情境中，能够全情地体验小蝌蚪和妈妈

之间语言和情感的交流，并能学会在“如果”

和“碰到”控件中加入不同的控件，实现不

同的功能，不光学习了本节课的知识要点，

还在突破重难点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之前

学习的控件，感受脚本赋予意义后的魅力。

学生思考，同桌相

互交流，指名交流

板书设计

小蝌蚪找妈妈

“如果那么”条件判断控件

“侦测颜色”控件

“侦测角色”控件

“移动”控件

面向“鼠标指针”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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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与体验式教学》读后感

《新课程与体验式教学》是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籍，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

和方法，深深地触动了我对教育的思考和理解。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学生参与和体验的重要性。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教师主导，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仅仅掌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培养学生

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体验式教学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设计的一

种教学方式。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实际的活动和任务，他们可以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技能，

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内容。

我认为，体验式教学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相比于被动地听课和背诵知识，学生更喜欢参与到实际的活动中去，

这样他们能够更加主动地探索和学习。其次，体验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和沟通能力。

在实际任务中，学生往往需要与他人合作、交流和共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团

队合作意识和有效沟通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

解知识，将所学的内容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应用和运用所学。

然而，我也意识到体验式教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难点。首先，实施体验式教学需要

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设计和组织能力。教师需要精心设计任务，提供适当的指导和支持，

以确保学生在体验中能够真正获得有意义的学习。其次，体验式教学也需要一定的资源和

条件。有些学校和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无法提供给学生丰富的体验式学习机会。因

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创新，寻找适合我们教育环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课程与体验式教学》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籍。它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全新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和亲身体验，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我希望将来

能有机会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应用这些理念和方法，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有意义的学习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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