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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维 赋 能
实现从“学会”到“会学”

三年的实践结出硕果。苍
梧小学的学生们展现出令人
惊喜的变化： 学习品质提升，
85%的学生能在遇到困难时主
动尝试多种解决策略，课堂提
问深度显著增加；跨学科能力
增强， 在市级科技创新大赛
中，学生作品《智能垃圾分类
统计器》融合数学建模与编程
思维，荣获一等奖；心理健康
指标优化， 心理测评显示，学
生焦虑情绪下降20%， 抗挫折
能力提高35%。

在教育的沃土上，每一颗成
长的种子， 都将绽放出无限可
能。

家长王女士感叹：“孩子现
在回家总说‘我再试试’，这种积
极态度也影响了全家！”

成长型思维的培养，是苍梧
小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举措，是对“教育育人”本
质的回归。通过多学科融合、家
校社协同，学校致力于培养具有
科学精神、辩证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未来公民，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从“知识本位”到“思维赋
能”，苍梧小学用三年时间证明：
当教育真正关注“人”的成长，每
一颗星星都会闪耀属于自己的
光芒。在这里，思维不是抽象的
术语，而是孩子们脸上自信的笑
容、笔下灵动的创意和眼中永不
熄灭的好奇之火。

“教育不仅要传递知识，更
要锻造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
戴咏芳表示， 未来学校将深化
“成长型思维+”模式，探索AI技
术赋能个性化思维训练，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终
身学习能力。

这场关于思维的革命，仍在
继续……

以思维之光点亮成长之路
——— 苍梧小学全学科成长型思维实践探索

为什么孩子遇到难题总说“我不会”？如何让学习
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探索”？2022年，随着新课标
的颁布与实施，各学科的核心素养均强调学科思维的
重要性，苍梧小学开展了一场关于“成长型思维”的革
命。 学校教师团队研读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
的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理论后，确立了“以
思维撬动素养，以实践赋能成长”的改革方向。

三年来， 苍梧小学积极响应新时代教育要求，立
足学科教学，引导学生在科学、辩证的思维模式下认
识世界，促进科学核心素养的形成。从语文课堂的思
辨火花到数学问题的可视化探索，从科学实验的“画
中悟理”到体育赛场的意志淬炼，成长型思维的种子
在苍梧小学生根发芽，逐渐长成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
参天大树。

教 育 革 新
推动学生核心素养落地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培养小
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已成为教育的重
要目标。成长型思维由美国心理学家
卡罗尔·德韦克提出，强调智力、能力
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不断提升。作为
一种积极的思考方式，它是实现自我
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核心素养落地
的核心环节。

“成长型思维不是简单的鼓励教
育，而是通过系统性课程设计，让学
生相信‘我能通过努力变得更好’。”
苍梧小学党委书记、 校长戴咏芳介
绍，学校整合心理学、脑科学及学科
教学前沿成果，构建了“理论引领—
课堂实践—活动赋能—评价护航”的
全链条培养模式。这一模式已覆盖语
文、数学、科学等全部学科，并延伸至
学生的校外生活。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
的灌输， 忽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动
力，导致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
性和探索精神。此外，在传统的学科
教学中，各学科之间往往缺乏联系和
整合，导致儿童在学科素养的培养上
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学校引入成长

型思维，将学习过程转变为挑战与成
长的过程，通过项目式学习、探究式
学习等方式，激发儿童学习兴趣和动
力。开展跨学科“联合大教研”活动，
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有机
融合，形成系统性的学科素养培养体
系。

“在传统的学科教学中， 在学习
过程中，部分儿童可能会遇到学习困
难或心理障碍，如学习焦虑、自卑等，
这些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支
持。” 苍梧小学教学教研处主任卢秀
娟介绍，“引入成长型思维理念，鼓励
儿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挑战，培
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在思维结构中融入更多的体验
感、 实践感和价值
感， 使儿童能够在
真实的生活、学
科情境和认知
实践中获得源
源不断的
成长动力。

多 维 融 合
打造思维成长的“苍梧范式”

“科技创想节”上，学生用废纸箱制
作机器人；“四季课程”中，他们在“童牧
园”观察植物生长；“两难故事会”里，孩
子们辩论 “哈尔威船长的选择是否合
理”……苍梧小学将成长型思维融入各

科教学， 帮助学生建立科学
的认知方式，培养其观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提升科学素养。
语文不仅是语言

文字的学习， 更是思
维方式的塑造。
我们通过课堂
重构，让“思维”
看得见。 依托
“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 任务

群，语文组设计“矛
盾探索”教学法。学
习 《王戎不取道旁
李》时，学生通过对

比“动”与“不动”的深层
逻辑， 领悟智慧人物的思
维品质。

数学课堂上， 苍梧小
学副校长柏业总创新提出 “思维可视
化”策略。学生用线段图破解应用题、用
思维导图梳理单元知识，抽象的数学逻
辑变得触手可及。“画线段图时，我突然
发现数量关系像拼图一样清晰！” 五年
级学生小李兴奋地说。这种“以图启思”
的方式，让全校数学学习效率提升30%。
“成长型思维与思维可视化的课堂还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我们不仅
要以成长型思维的视角充分开发思维
可视化的教学方式和典型课例，还要将
焦点投向图示背后思维的力量，逐步锻
造儿童思维品质，让小学数学变得既充
满活力又饱含深度。”柏业总说。

结合英语学科特点，教学组将知识
学习和技能发展融入主题、语境、语篇
和语用之中，实现文化、思维、语言的融
合。“通过以‘景’设境，唤醒思维；追问
驱动，生长思维；任务迁移，拓展思维；
启思联结，创新思维”充分渗透成长型
思维，形成五大核心素养，最终指向学
生英语核心素养的提升。

三年来，我们打破学科壁垒，实现
学科融合创新。科学课上，老师带领学
生“画科学”———用绘画呈现能量转化、
水循环等原理。这种“手脑协同”的模
式， 获评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
题。 体育学科则构建了 “四阶培养模
型”。通过“动物运动会”游戏激发低年
级兴趣，用“运动存折”引导中年级养成
习惯，再以“挑战阈值”训练高年级抗逆
力。数据显示，学生心理韧性水平显著
提升（P<0.05），体质健康达标率连续三
年居全市前列。

音乐学科的课程内容涵盖 “基础知
识”“即兴创编”“课堂技能”三大维度，注
重从乐理认知到实践创新的阶梯式培
养，课程设计融合“欣赏—创作—设计—
探索”的完整链条，鼓励学生在“综合与
探索” 中打破学科边界， 完成跨媒介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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