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届现代与经典全国中小学劳动与科学教育观摩研讨会
南京劳动与科学 2024 年 5 月 23 至 25 日

各地教研部门、有关学校：

现代与经典全国小学教学观摩研讨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盛会之一。活动期间，名师将展示新课，知名专

家介绍前沿学术成果。现将 2024 年上半年度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南京劳动与科学/2024年 5月 23日至 25日。

1、同期在广州、苏州、南京举办语文、数学、英语、班主任、音乐、体育、美术、德法等活动，详情见现代与经

典网站。2、活动正式开始前一天全天办理报到手续。

3、教研部门团体报名或市内学校报名，可提前送票上门。

二、活动和报到地点：扫描以下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获取最新安排和电子版通知。

三、参加对象：各市县区教研室主任、教研员，各学校校长、主任、教师。

四、主要专家及活动安排：

南京 5月 23日周四上午

8:40-10:10 专家报告《新课标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教学难题诊断与对策》（主讲人 顾建军）

顾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劳动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中心 K12 技术与工程教育中心主任，

教育部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教育部高中通用技术课标修订组组长，教育部基础教育技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K12技术与工程教育教席主持人。

10:20-11:00名师观摩课《节气谚语探真》（六）（主讲人 曾宝俊）

11:00-11:40名师报告《促进科学本质的灵魂三问》（主讲人 曾宝俊）

曾宝俊 特级教师，教育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教育部第二届课程与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苏州市姑苏教育人才、无锡市名教师、苏教版小学《科

学》教材组分册主编，全国学会会刊《科学课》杂志专栏作者。著有《微亦足道——小学科学课堂细节研究》《小

学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设计（低年级）》《小科学教师入门十课》。

南京 5月 23日周四下午 现场考察

1、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室内劳动场馆和室外劳动基地

智慧农业探究园、传统农业种植基地等劳动场馆

2、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南京农业大学校内博物馆）

3、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以上参照项目会根据天气等因素作调整，不另行通知）

南京 5月 24日周五上午

8:30-9:20 名师观摩课《风的形成》（三年级）及课后分享（主讲人 章丽红）

章丽红 江苏省常州市新桥实验小学副校长，常州市学科带头人，高级教师，新北区小学科学兼职教研员。获

省市区基本功、评优课竞赛一、二等奖，课例被教育部评为优课。作为常州市新北区优秀教师培育室领衔人，带领

团队基于苏教版教材开展项目化学习课题研究，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内容，探索课堂教学流程与范式，为项目化教学

落地提供了校本化实施样本。

9:30-10:10 名师观摩课《用力以后》（二年级）（主讲人 沈亚萍）

10:10-11:30 名师报告《小学科学学科育人的思与行》（主讲人 沈亚萍）

沈亚萍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香槟湖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长三角小学科学学科教学专家、江

苏省小学科学特级教师、常州市特级校长；先后获常州市、江苏省小学科学教学评优课一等奖；连续 16年担任新

北区、常州市小学科学名教师工作室领衔人，现为江苏省小学科学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承担多项省级课题并成功

结题，相关教科研成果获省级奖项；主编《生活中的科学问题及活动设计》一书，在省级及以上杂志发表论文 50

多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南京 5月 24日周五下午

14:00-14:50 名师观摩课 《玩转流水线》（三年级）（主讲人 冯晓敏）

冯晓敏 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教师，南京市玄武区小学教学先进个人，玄武区优秀中队辅导员，玄武区优秀

班主任，在南京市劳动教育展示课活动中获优秀奖，玄武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基本功竞赛一等奖，玄武区综合实践

课程展示评比特等奖。

14:50-15:30名师报告 《劳动教育的校本实践路径》（主讲人 霍文轩）

霍文轩 南京农业大学实验小学校长，教育部《劳动课程标准》（2022 版）编写组成员，参与《劳动课程标

准》修订工作，参与编写《劳动课程标准解读》。南京市首届“青年优秀教师”，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共

产党员，玄武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区巾帼岗位明星。多年来潜心课程建设，致力于培养完整的儿童。汇集十年课程

建设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全经验课程》一书，领衔的《综合育人为本的全经验课程实践探索》项目获得江苏省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比一等奖。《全经验课程的建构与实施》在全国第三届品质课程大会上做主题分享。

15:40-17:00名师报告《用教育家精神照亮行知路》（主讲人 杨瑞清）

杨瑞清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22年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

者。1981年，为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杨瑞清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南京市江浦县五里村小学工作。41

年来，他先后创办了行知实验班、行知小学、行知基地，开展了“不留级实验”“村级大教育”以及“赏识教育”

研究，取得优异成绩。他创建教育基地，把乡土生活作为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学生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

模式。他曾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两基工作先进个人、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南京 5月 25日周六上午

8:40-10:10 专家报告《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的问题思考与突破》（主讲人 杨 健）



杨 健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教研员。教育部西部教学改革支持计划专家组成员，南京市科学学科教学带头人，

南京市陶行知教育管理奖获得者，苏教版小学科学教材编写组成员。教学成果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一等奖、首

届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曾获教育部组织全国首届新课程课例一等奖；主编《有效评课——观课议课的研究与实

践（科学）》《综合实践课程的资源开发》等专著，作为主要编写者编写专著多部。

10:20-11:00 名师观摩课《扣子》（五）（主讲人 洪 柳）

11:00-11:40 名师报告《“福.融”劳动教育的实践和追求——从“扣子”课堂教学说起》（主讲人 洪 柳）

洪 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教科院劳动教研员，广东省教育学会教育评价专委会理事，广东省深圳市骨干教

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年度教师，曾获第四届广东省说课比赛一等奖第一名、第九届全国教学展示大赛一等奖，

多次承担教育部教研共同体异步教研和同步教研示范课。“福田是幸福之地，劳动是幸福之源”，近年，在教育部

劳动课标组组长顾建军教授的关心和指导下，首倡“福.融”劳动教育，依据深圳中心城区——福田的区域教育特点，

以“福”为方向和愿景，以“融”为方法与手段，引领学生追求和获得幸福完整的人生。她的主张和做法作为全国

唯一的劳动教育案例，应邀在 2023年全国中小学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研讨会上作经验分享。

五、报名方式：电话：4006-240-006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 025-52424233 手机：13705161212

QQ: 4006240006 E-mail: 8@xdyjd.com 网站 http:// www.xdyjd.com 微信客服：xdyjd2019

说明：①欢迎教研部门组织学校集中报名。②通过现代与经典网站（www.xdyjd.com）、微信、电子邮件、QQ、电

话、手机短信均可报名。请尽量提前付款，可快速办理报到。

六、付款方式（请尽量银行或微信提前转账，也可现场现金或刷卡缴费，详情现代与经典网站查询）：

银行对公账户转账（汇款时请注明 XX 学校南京劳动与科学听课）。

1、户名：南京诗话文化发展中心 账号：4585 7632 5891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扬村路支行

2、户名：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 账号：0192 2300 0000 0722 开户行：南京银行南京研创园支行

七、活动费用：培训费（会务费）780 元/人（不含餐）。食宿、交通等费用回原单位报销。住宿标准每人每天 100

元至 400 元，组委会统一安排。

八、其它事项：1.论文评奖：与会者可提交教学论文，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奖，颁发获奖证书（评审费 50元/篇）。

2.提供学时证明。

九、主办单位：现代与经典教学研讨会组委会、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南京诗话文化发展中心。

第 35届现代与经典

全国小学教学观摩研讨会组委会

南京教才通文化发展中心

南京诗话文化发展中心

202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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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dyjd.com


附件：参观考察地点简介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鸣寺景区南侧，总建筑面积 8500平方米，其中展览区面积近 4200平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生物专业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以古生物化石为本，以古无脊椎动物、古植物和微体古生物为主，博物馆藏品丰富，展品精美，其中尤以“澄

江动物群”和包括“中华龙鸟” 在内的“热河生物群”化石标本最为珍贵，堪称国宝级的化石精品。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是一个集展览、

收藏、研究和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是自然科学普及和教育的重要基地。

展出内容

生物进化展

生物进化主题展由门厅、上山之路、化石奥秘、地球的起源、前寒武纪、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为轴线。

1.门厅：大型生命进化浮雕，大型地球仪，“进化中的生命、演变中的地球”主题展台。另包括博物馆简介，展览

内容布局和参观路线示意图，总服务台。

2.上山之路：展示南京地区震旦系-侏罗系地层的仿真岩层剖面（镶有许多南京地区的化石）。

3.化石奥秘：介绍化石定义、化石类型、化石形成、化石作用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展墙，大型展台和相间分布的动植

物化石以及一些大型古生物化石的展示。

4.前寒武纪：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展墙，早期地球环境展墙，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油画展墙和展台，早期火山

喷发展墙，最古老岩石展墙和最古老岩石和化石展品，生物的五界分类展墙，瓮安生物群展墙和展台，埃迪卡拉动

物群展墙和展台。

5.古生代：各纪古地理展墙，梅树村动物群展墙，澄江动物群景观橱窗，寒武纪大爆发展墙，寒武纪、奥陶纪、志

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展墙和展台。

6.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展墙和展台，菊石时代展墙和展台，爬行动物和恐龙时代展墙，白垩纪末恐龙

绝灭事件展墙。

7.新生代：古近纪、新近纪、第四纪和第四纪气候展墙、展台以及大型绘画和大型骨架化石。

生命进化展

生命进化专题展分别为澄江动物群、恐 龙天地、微观世界、生物登陆、无脊椎动物化石大观、二叠纪生物大灭绝、

古植物园、海百合化石墙、热河生物群、鸟 的起源与演化、恐龙时代的海洋、南京地史演变、南京直立人和“我

从哪里来”。

1.澄江动物群特展厅：包括主题墙：澄江动物群-揭示寒武纪大爆发的独特窗口，澄江动物群大型地层剖面，澄江动

物群景观复原图：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世界，奇虾 Anormalocaris等模型，海底景观隧道，反映澄江动物群生态的

三维动画，放大镜展墙，复原图展墙，化石照片展墙等。展出澄江动物群代表性化石：12个大类，80多个种，约

240块标本。

2.恐龙天地：大型岩石地台，知识展台，恐龙景观箱，侏罗纪和白垩纪恐龙生态模拟岩石，展台。展示了以马门溪

龙，沱江龙、禄丰龙和翼龙构成的群体造型。

3.微观世界：借助显微技术和图象显示设备，不仅可以观察生物的细胞、胚胎、组织、器官、微细构造和矿化特征

等，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非常微小的动、植物化石。它们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演绎着不同的进化模式，有的

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却历经沧桑、经久不衰。微体化石和现生的微体生物一样，广泛分布、扩散到地球表面的各个

角落，而且成为现代海洋生物沉积的主要成分。这是一个放大的颗石藻（一种藻类）的模型。

4.菊石展台，展示震旦纪到第四纪的代表性化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7%A7%91%E6%99%AE%E6%95%99%E8%82%B2%E5%9F%BA%E5%9C%B0/6333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5.无脊椎动物化石大观展：无脊椎动物的起源时间现已追溯到前寒武纪末期甚至更早。早古生代海洋几乎是无脊椎

动物的一统天下，生物高度繁盛和多样化，除现生的许多生物门类在那时均已出现外，还有一些早已灭绝的生物类

群，如三叶虫、笔石和鹦鹉螺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汇聚一馆，蔚为大观。

6.二叠纪末的生物大灭绝：二叠纪末（约二点四五亿年前）发生的生物灭绝事件是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其

影响甚至超过了著名的白垩纪末的恐龙灭绝事件。这场灭绝事件的重灾区是海洋，约 90%以上的海洋物种灭绝。在

陆地上，生物灭绝率也达到 75%。这场浩劫的受害者有三叶虫、四射珊瑚等一大批无脊椎动物，以及二叠纪陆地上

某些最繁盛的爬行动物，如盘龙。这场浩劫彻底改变了生物圈的面貌，为中生代生物的演化尝试提供了巨大的生态

空间。

7.恐龙时代的海洋（关岭生物群）：大型模型景观，展台。

8.海百合化石幕墙，展示 28块大型海百合化石。

9.热河生物群：中生代的热河生物群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可以与德国始祖鸟产地索伦霍芬相媲美。这个生

物群距今约一亿三千万年，在亚洲东部广泛分布。其化石丰富，门类众多，保存完美，包括大量动植物。近年来热

河生物群中带羽毛的恐龙、以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等珍稀化石的发现，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热河生物群对于探

讨鸟类、真兽类和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研究当时的古地理、古气候和古环境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馆藏

的中华龙鸟、辽宁古果等模式标本堪称国宝

10.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模型景观和展台。

11.山旺生物群：山旺位于山东省临朐县城以东 20公里处，那里的中新世硅藻土地层薄而细，且层次分明，它们重

叠在一起，好像厚厚的书籍，被称为化石“万卷书”。山旺是一个珍贵的化石宝库，含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其中植

物化石包括藻类约有 160余种，动物化石主要有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和昆虫类等。山旺化石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保存完好。山旺地层形成于湖泊环境，生物群反映当时的气候温暖而又湿润，适合生物的生存和繁盛。

12.南京直立人：大型溶洞（汤山猿人洞），展板。南京直立人头骨模型和其它古人类头骨复原模型以及与南京直立

人共生的展示，南京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历史上的地位等。

13.南京地史演变：展示南京地区地层表和南京地区数字地质图的展墙，大型南京地形模型。

14.我从哪里来：大型喷绘，展墙和影象展示。

场馆特色

澄江生物群

云南东部寒武纪早期的澄江动物群，以多门类动物软驱体化石的特殊保存为特征，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现

已发现的澄江动物群化石共 120余种，分属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线形动物、鳃曳动物、动吻动物、叶足动物、腕

足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脊索动物等 10多个动物门以及一些分类位置不明的奇异类群；此外，还有多种共

生的藻类。澄江动物群生动再现了距今五亿二千万年前海洋生物世界的真实面貌，将包括脊索动物在内的大多数现

生动物门类的最早化石记录追溯到寒武纪初期，充分展示出寒武纪早期生物的多样性，为揭示生物演化“寒武纪大

爆发” 的奥秘提供了极珍贵的直接证据，因此被誉为 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由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博物馆合作共建，下设办公室、文物征集部、规划展示部、研究部、宣传推广部等。坐落于

南京农业大学农博路 1号。现有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 1500平方米。

建筑布局

基本陈列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中华农业文明的起源；第二部分展示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第

三部分为中国农业制度的历史演变；第四部分为中国传统农业在世界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五部分为丰富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7%A7%91%E6%99%AE%E6%95%99%E8%82%B2%E5%9F%BA%E5%9C%B0/6333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B%BD%E7%A7%91%E6%99%AE%E6%95%99%E8%82%B2%E5%9F%BA%E5%9C%B0/6333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86%9C%E4%B8%9A%E5%A4%A7%E5%AD%A6/1842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8D%9A%E7%89%A9%E9%A6%86/30754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彩的乡村生活与农业文化；第六部分为南京农业大学校史陈列，以实物、图片和文字展示南农人传承薪火、继往开

来的奋斗精神。

馆藏文物

农博馆的镇馆之宝有三样，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鸡蛋，这恐怕是全世界“年龄”最大的鸡蛋了。出土时它们装在一个

陶坛里，因为历经 2000 多年的时光，变得非常脆弱，博物馆只去除了陶坛内很浅的一层土，露出六七只鸡蛋，其

它的仍土封存在陶坛的泥土中，因此坛子里到底有几只鸡蛋，他们也不知道。另一样则是一套 8本的明嘉靖刻本《齐

民要术》，距今已有 480年历史，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国只有两套，另一套存放在上海博物

馆。第三样是我国最早的一支青霉素，是由樊庆笙先生在上世纪 40年代从国外带回菌种、并研制成功的，一经投

产立即运用到抗日战争中，救治了无数中国军民。

文物征集

为使展品丰富，博物馆自 2003年 9月就开始向全国进行文物征集，征集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文明发源地的陕西、

山西、山东和长江文明发源地的江苏、浙江等地，现已征集到文物数百件。其中包括 6000多年前的石器、石刀、

石斧，7000多年前碳化的种子，8000多年前驯养家禽的骨骼等实物展品。此外，还有大量的模型、丰富多彩的实

景图片和众多反映农田耕作、民风民俗的名家作品展出。有趣的文物有很多：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陶水田，除

了形象地显示出种着庄稼的田块被分割成不同形状，还能看到田里有一只乌龟和一条黄蟮。而一个汉代陶灶台上不

仅有水瓢、刷子、烧火钩、鱼、鸡，还有一只鬼鬼祟祟的偷油老鼠。一只釉陶樽罕见地用了博山炉式的盖子，崇山

峻岭中有熊、虎、狼等古代的吉祥兽，樽脚则是三只憨态可掬的小熊。而清代苏州土地庙中的一对木质彩绘土地公

公、土地婆婆看起来慈眉善目，土地公公戴着圆形的员外帽，留着白胡子，右手还拿着一只元宝，胖乎乎的土地婆

婆身着彩衣，双手笼在宽大的袖子里。此外还有些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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