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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娇

“科教融合”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
理念，正在逐步从高等教育领域向高中
教育、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阶段延伸。
近年来，嘉兴通过“科教融合”，加速形
成多方协同的“大科学教育格局”，中小
学生科学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从“融合”到“深度融合”，除了建
机制、筑阵地、强队伍之外，还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开发更多科学教育
特色课程。有吸引力的特色课程，能
与青少年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整体而言，当前一些校外科普活
动缺乏“含金量”高的课程，有些课程
设置大同小异，对科学方法、技能和科
学精神的培养还不深入，学生参与部
分科普基地的活动好比景点旅游，过

程很兴奋但收获显不足。
科学教育特色课程对专业度的要

求很高，应结合基地的教育思想和资
源特点进行设计，课程的开发由相关
部门牵头把关，注重学段纵向衔接、学
科横向融通、课内课外协同配合，在体
现教育性的同时，让课程多样化、精细
化、科学化。

特色课程还应该包括对学习过程
和效果的跟踪考核，通过互动、演讲、作
品展示等形式，让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加
可知可感，而不是
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

（作 者 系 嘉
兴大学平湖师范
学 院 教 育 系 讲
师）

期待更多特色课程

嘉兴“科教融合”贯穿青少年教育全过程

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火种
本报记者 沈烨婷 李世嘉

电路设计、三维建模、3D 打印、编
写程序、组装调试⋯⋯近日，24 名来自
嘉兴市本级各小学的四、五年级学生，
在嘉兴市科技馆分组展示无人机的组
装和操控。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
们从最基础的元器件开始学习，如今个
个都能独立组装、操控无人机。

这是第一期嘉兴市少科院“小英
才”科学营的结营仪式现场。去年 6
月，由嘉兴市科协、嘉兴市教育局指导，
嘉兴市科技馆举办了第一期嘉兴市少
科院“小英才”科学营，面向市本级小学
四、五年级段学生，通过自荐、学校推荐
和考试选拔，选出了 24 名学生，以“机
器人与无人机”为主题对他们进行科
学、技术、工程等方面的系统化培训。
科学营不仅每周开展固定的课堂教学，
还组织学生走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

“小英才”科学营是嘉兴市青少年
科学教育的一个缩影。自2020年被列

为全省唯一的“科教融合”工作试点以
来，嘉兴将科学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教育
全过程，用科教融合这把“钥匙”为学生
打开探索科学世界的大门。

试点数年来，嘉兴具体是怎样做
的？成效如何？围绕这些问题，近日，
记者在当地多所中小学校和科学教育
基地蹲点。

科技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期是青少
年时期。“很多地区的青少年科学教育仍
然以学校为主，中小学生在科学知识学习
方面普遍表现良好，但不少学生的科学高
阶思维薄弱且学习兴趣不足。”嘉兴大学
平湖师范学院副院长周世厚说，科学教育
不能停留在知识学习层面，更要延伸到科
学兴趣、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培育上。

科学资源与教育资源、研究资源与
教学资源归属不同部门，长期以来存在

“两张皮”的现象。“科学界有活动、人才
等资源，广大的学校和学生也需要这些
资源，但以前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欠缺，
优质资源难以下沉到中小学。”嘉兴市科
协科普部负责人沈利彬说。

“科”与“教”要真正融在一起，首先
要打破体制机制的藩篱。2019年，嘉兴
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技
局联合出台《关于深化科教融合全面加
强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的意见》，从
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嘉兴青少年科技创新
教育工作。2020年，嘉兴被列为全省唯
一的“科教融合”工作试点。

有了“蓝图”，还要有具体的“施工
图”。2020 年，嘉兴制定了“十个一”工
作方案，包括推动设立一个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设立一批科教融合试点学
校，建立一个科研院所实验室向基础教
育常态化开放机制等，将科技创新资源
从高等教育阶段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

利用虹吸系统模拟潮汐涨落来浇灌
植物，使用太阳能板和蓄电池相结合的
模式给种植器里的水泵供电，加入时间
控制器自动调节种植器出水的时间⋯⋯
今年 1 月，12 岁的桐乡市茅盾实验小学
学生陈雨馨凭借这款“太阳能潮汐式种植
器”，捧回了第二届“嘉兴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市长奖”。和陈雨馨一起站上领奖台
的，还有来自嘉兴全市中小学的 7 名学
生。陈雨馨说：“我能获奖，离不开学校浓
郁的科学氛围。这个奖是对我的激励，我
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2020 年 9 月，嘉兴设立了全省首
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该奖项由嘉兴市科协、市委组织部（人才
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团市委等单位联
合组织评选，面向全市在校中小学生，每
两年表彰一次，是嘉兴青少年科技创新活
动的最高荣誉，截至目前共有18名中小学
生获奖。

设立科教融合试点学校也是有力举
措。“我们将原来科学教育基础较好、特色
较强的学校遴选为试点学校，和市教育局
联合制订具体的建设标准，对考核优秀、合
格的学校给予相应的项目资金支持，让试
点学校发展更快、引领效果更强。”嘉兴市
科协党组书记、主席顾志刚说，目前嘉兴共
有27所试点学校，分布在幼儿园、小学、初
中和高中等不同学段，每个学校都创建了
自己的科教品牌，实现了“一校一品”。浙
江师范大学附属高照实验学校将激光雕
刻融入传统木作，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
实验学校的特色是3D设计课程，嘉兴市
秀洲现代实验学校则打响了机器人实践
研究的品牌⋯⋯

把科技创新资源从高等教育阶段向
基础教育阶段延伸，嘉兴拿出了实招。

自 己 动 手 提 取 柑 橘 的 DNA、尝
试一次缝合模拟手术、制作一个声控
灯⋯⋯2020年以来，海宁市高级中学的
每一届高一新生都会走进浙大海宁国际
校区，在高校实验室里深度体验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人工智
能、医学类等专业学科的实验。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实验条件有限，
我们通过多部门和多单位联动，整合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资源，向高中
开放。”沈利彬说，目前嘉兴已推动浙江
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应用酶学重点实验
室、嘉兴学院医学院实验室等 8 个重点
实验室向全市高中开放。

此外，嘉兴还开展科学家进校园等
活动，邀请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进入中小
学进行科普演讲，弥补科学师资不足的
难题，2023 年共计开展活动 84 场，服务
超过2万余名师生。

优质科技资源，下沉中小学

大学教授为高中生当导师，如今
在嘉兴已不是新鲜事。

有条不紊地连接好电源和导线，
将电流引入霍尔效应传感器，眼睛
紧盯着实验台上半导体薄片，而后
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电流和磁场的
强度⋯⋯近日下午，在嘉兴大学的物
理实验室里，嘉兴一中高二学生李承
忆在嘉兴大学数据科学学院大学物理
教研部主任祁月盈的指导下，进行霍
尔效应及其应用的物理实验。

去年10月，爱好物理的李承忆成
为2023年“英才计划”新学员，与祁月
盈结为师徒。平时，祁月盈通过网络向
李承忆讲授科研报告、科研论文的撰写
方法，分享最前沿的物理知识；每个月，
李承忆也会不定期地通过祁月盈预约
大学实验室，做一些感兴趣的物理实
验。“我在高中就能跟着祁老师学习，还
能参与大学物理课题研究，很幸运。”李
承忆说，除了物理，他还能学到材料、电
子元器件等知识，有助于养成运用多学
科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习惯。

“英才计划”是中国科协和教育部
联合组织实施的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主要在省会城市实施，
让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有机
会走进高校，感受名师魅力，参加科学
研究。2022年，嘉兴作为地级市在全
国率先启动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英才
计划”，从全市高中学校选拔品学兼优
的学员，与高校知名教授拜师结对，为
期一年。导师充分利用高校科研平台
和学术资源培养学生，学生可以跟着
导师参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

“高中生平时做物理实验的机会
不多，而且大部分是按照课本上的步
骤进行，很少能自主尝试验证性、探究
性的实验。”祁月盈说，在她的指导下，
李承忆结合自己多次实验中遇到的问
题，写成《基于高中学生自主建构物理
单位的探究》，去年获得了全市高中学
生研究性学习课题小论文一等奖。

目前嘉兴已开展两届“英才计
划”，选拔了全市57名高中生，与浙江

清华长三角军民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
荣毅超等29名导师结对，提高了学生
创新能力，在全社会营造了青少年投
身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

嘉兴还结合本土实际，将“英才计
划”逐步延伸至中小学等各学段。初中
公益招收数学、科学方向有天分、有潜
力、有志趣且学有余力的学生，通过小
班化教学模式进行特色培养；小学阶段
创新实施小英才行动，开展项目化学
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
育实践；幼儿园阶段，则着重通过趣味
科学活动，培养孩子的科学兴趣。

“英才计划”如何延伸至幼儿园？
桐乡凤鸣街道中心幼儿园打了个样。
参照嘉兴“英才计划”的阶梯式培养模
式，幼儿园自主开发了“酵素劳作”课
程，分为酵素制作基础模块、酵素发酵
进阶模块、智慧农场拓展模块三阶课
程，适应不同学龄段的孩子。

“酵素劳作”课程是全园 1000 多
名孩子的必修课。在幼儿园酵素培训
基地储藏室里，上千个储存着酵素原
液的塑料桶标注着孩子的姓名、发酵
时间、果皮种类；操作室里，在老师的
指导下，小朋友们做出了一块块精美
的酵素手工皂。

酵素是食物发酵后的产物，可以
转变成矿物盐，制作成手工皂、肥料
等。几年前，园长李爱芳偶然接触到
酵素制作，想到幼儿园每天一顿水果
餐都会产生大量的果皮，由此萌发了
在校园推广酵素制作的想法。

对于制作环保酵素，小朋友们劲
头可足了。“以前孩子总爱问食物为什
么会腐烂，腐烂会变成啥，现在我们把
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孩子，让他们自己
动手观察、测量、记录酵素在不同时间
段的不同变化，让孩子像科学家一样
去思考问题。”李爱芳说。

创新的苗子从娃娃抓起，才能为
“小科学家”的成长蓄势赋能。沈利彬
打了个比方，“嘉兴版的‘英才计划’就
像种树，从育苗期就撒播科学的种子，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准备相适应

的养分，让小苗长成大树，未来形
成一片科技人才森林。”

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培养小英才

乡村蚕事正忙。在桐乡市凤鸣街
道中群村，近 80 个品种的桑树满眼翠
绿，数万只蚕宝宝在温室里成长。这
段时间，中群村的科学工作室格外闹
猛，一波又一波的学生来到这里学习
蚕桑相关科学知识。

与城市学校相比，乡镇学校的教
学场地、设备、人才都比较有限，怎样
为农村孩子打开科学探索之门？

2020 年以来，桐乡在嘉兴率先采
用科协、学校、乡镇三方合作的形式，
在 11 个 乡 镇 各 建 起 1 个 科 学 工 作
室。乡镇提供农村文化礼堂、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村民活
动室等场地，科协、学校提供师资和
设备。科学工作室常态化举办科学
主题活动，孩子们可以就近来此进行
科学实验。寒暑假，工作室还会牵头
组织相关科普研学等活动。

“蚕桑文化是我们村的特色，我们
科学工作室设计了现场观察、动手体
验、讲解互动等环节，让学生们能更生
动活泼地学习科学知识。”中群村科学
工作室科普管理员施晓丽说，工作室
还时常邀请少年宫、学校的专家和老
师来讲解授课。

在嘉兴农村，这样有趣的“科学课
堂”越来越多。在平湖市独山港镇赵
家桥村的中国航天科普馆，躺进 1∶1
还原的睡眠舱里体验太空生活；在秀
洲区王店镇的嘉兴国防科普文化馆，
听兵器大讲堂的讲座；在海宁市袁花
镇的海宁欣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跟
随讲解员识别各类中草药⋯⋯嘉兴整

合各方资源，破解乡镇科技资源紧张
难题，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科学工作
室、宣教中心等 60 个乡镇校外科普
阵地。

“硬件”配齐，“软件”也要升级。
嘉兴通过政策倾斜，为乡镇中小学不
断补齐“科教融合”的短板。

2020 年 9 月，海宁市盐官镇初级
中学多了一名新的科学教师，来自海
宁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的教研员
费志明，他在这里开始了为期 3 年的
轮岗交流。3 年里，费志明坚持每个
教学日都开设公开课，一学期听课人
数 700 多人次，为本校乃至邻校的教
师打开了教学思路。3 年轮岗交流结
束后，费志明自愿延长了交流时间，如
今科学课已经成为盐官初中的强势
学科。

近年来，嘉兴在全市义务教育学
校开展城乡教师轮岗。自 2020 年以
来，全市共有 310 余名科学教师参与
城乡师资交流，有效提升了乡镇学校
的教学水平。

经过多方努力，嘉兴市青少年科
学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打开方式”，
成效也逐步显现。自 2020 年以来，
嘉兴全市中小学累计超 350 人次获
得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青少
年通信科技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人
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大赛、宋庆龄少
年儿童发明奖等国家级科技竞赛奖
项，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全
面提升，全市青少年“科教融合”体系
建设正积厚成势。

校外科普阵地，成为农村娃趣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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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生在桐乡市高桥街道科学工作室参加活动。 拍友 顾新强 摄

嘉兴大学物理实验室里，嘉兴一
中高二学生李承忆在导师祁月盈的指
导下做物理实验。 受访者供图

桐乡凤鸣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制作酵素。 受访者供图

今年1月，嘉兴市第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颁奖。 嘉兴市科协供图

2023 年 12 月，第 38 届嘉兴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综评展示
现场，学生展示小发明作品。

嘉兴市科协供图

2023 年 12 月 ，嘉
兴市科技馆“科普大篷

车”来到嘉兴市实验小学，
用车载科普展品为学生开
展科普教育。

嘉兴市实验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