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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盐城农业科技职
业学院举行2024级新生开学典
礼。

开学典礼上，“2024江苏教
师年度人物”董晓鸣代表全体
教师发言，表示将以满腔的热
情和严谨的态度，为学生们传
授知识、答疑解惑、指导实践、
激发创新，更将作为学生们成
长道路上的朋友和伙伴，陪伴
他们度过这段难忘的青春岁
月。“愿你们在盐城农职院这片
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上，以
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识、过硬
的技能、良好的品德，书写属于
你们的精彩篇章！”她对新生提
出殷切希望。

“感谢父母为我们的生活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精神
力量，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
完善的教学设施和优秀的教师
团队。”牧医2401班学生施宏程
代表新生发言，他号召广大学

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要在
课堂上高效学习，汲取老师的
智慧，攻克一个个学术上的挑
战，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新的学期，盐城农业科技
职业学院将坚持以项目化课程
改革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教学
改革，深度推进产教融合，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
平 ，努 力 开 创 教 学 工 作 新 局
面。“盐城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
崭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将认
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强农兴农为己任，打造区域农
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培训
重要阵地，为加快建设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
之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盐城
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负责同志在
开学典礼上表示。

盐城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是

2024 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
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专科层
次普通高等学校。该校立足服
务长三角经济社会和产业发
展，努力构建服务支撑区域农
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沿海发
展、绿色低碳发展与湿地保护
的特色专业体系，坚持“立人兴
农、守正创新”的办学理念，举

“农”字旗、打“沿海”牌、走“特
色”路，形成了园艺专业“一棵
苗”、农业装备“一台机”、水产
专业“一尾鱼”、蚕桑专业“一根
丝”的鲜明农科办学特色。该
校现有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畜
牧兽医、水产养殖技术、现代农
业装备应用技术、现代农业经
济管理等三年制高职专业，1个
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水产养殖等3个江苏
省现代化实训基地，农业机械
使用与保护等 3 个江苏省高水
平示范性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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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利用高阶问
题来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呢？自
2011 年起，盐城市鹿鸣路初级中学
物理组开始探索建构初中物理“寻
理·明理·融理”教学模型，并在课堂
实践中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

以高阶问题建构物理教学的流程

高阶问题是学生学习的新起
点，高阶问题解决的“寻理·明理·融
理”初中物理教学的核心和关键就
在于教学内容的“高阶问题”设计。
问题必须能够引出物理课程的基础
知识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并能
把信息分解、整合形成新的知识体
系。

培育高阶思维能力，关键不在
学生，而在于教师。教师要会设计

“高阶问题”，有意识地将高阶问题
精心设计于课堂实践之中，通过恰
当利用小实验、小活动、多媒体等，

营造宽松的学习情境，诱发学生的
问题意识，并反思、质疑、创新，从而
促进学习者知识体系的建构和高阶
思维的发展。

以高阶问题培育科学思维的类型

高阶思维，是发生在较高认知
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
力。高阶问题能让学生思维由表象
进入本质，从而使学生能够深入分
析、综合、归纳、推理。高阶问题是
高阶思维之源，高阶问题能培育高
阶思维。

这里的低阶、高阶思维属于物
理科学思维范畴，科学思维是从物
理学的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
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
式；是建构物理模型的抽象概括过
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在
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基于事实
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信息、观点

和结论进行质疑和批判，予以检验
和修正，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品
格与能力。科学思维主要包括模型
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
新等要素。

以高阶问题优化教学实践的环节

那么如何设计出有价值的高阶
问题呢？结合盐城市推行的“学思
融通”教学改革，我校总结出以高阶
问题优化教学实践的三个环节。

以高阶问题优化教学设计。一
节物理课堂的教学设计应该包括教
具准备、教法设计和学法指导等环
节，在这些环节中设置恰当的高阶
问题，就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质
疑，并探寻解决问题的物理途径,再
小组讨论交流，完善实验探究的方
法步骤。

以高阶问题优化物理实验创
新。根据学生学习的心理特征和认

识事物的过程，要先优化设计一些
演示实验，引导学生观察物理现象，
导出本节课的研究内容，使学生明
确主攻目标，创设高阶问题情境，让
学生在好奇、疑惑中产生探索问题
的欲望；进而启发和引导学生设计
实验，并完成实验探究过程；最后迁
移扩展到课外，让学生对所学知识
进行学以致用。

以高阶问题优化“教学评”有机
衔接。课堂教学评价及反馈，是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双方的各
种信息相互传递和相互作用；它的
输出和回收、增强和减弱、顺应和调
节都始终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整个过
程。实际教学中老师也要视具体教
学情况，分段训练或集中训练，让学
生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把原始的生
活实际现象，构建成常见的物理问
题，并作出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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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画好民
族团结“同心圆”，近日，盐城师范学院化学
与环境工程学院组织开展“庆中秋·迎国
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初入盐师化院就感
受到了浓浓的佳节氛围，还有这个大家庭
带给我的惊喜与感动。”在月饼制作环节，
来自贵州彝族的 2024 级新生说道。在座
谈交流环节，学院党政领导、辅导员老师们
结合大学学习、生活，鼓励少数民族新生们
尽快融入、适应大学校园，确立奋斗目标，
尽早进行生涯发展规划并付诸持之以恒的
实践。月饼飘香话团圆，民族团结共奋
进。来自 14 个民族的 45 名同学展示着自
己亲手制作的月饼，在体验传统文化中，感
受浓浓的民族情。

本次活动增强了各民族学生间的情感
联系和文化共鸣，加强了学院师生的凝聚
力与向心力。接下来，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将组织新生参观“同心共育石榴红”同心
教育实践基地，不断提升各民族学生的教
育管理水平，践行育人使命，助力民族团结
一家亲。 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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