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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伯军

本次浙江省出台的《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科学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是对国家文件
的回应和落实，也是根据浙江实际情况制定
关于加强新时代科学教育的政策。

实施意见提出实施中小学科学课程教学提
质工程，从课程、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要求。

比如教学层面突出实验教学，强化学科实践，
加强真实问题驱动下的跨学科、项目化等学习。

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则从科学教师职
前培养、职后培训和科学教育导师团队三个方
面提出要求。例如职后培训，要确保有中小学
校的乡镇至少有1名科学学科领军教师，加强
省、市、县区、校四级联动的教研支撑，设计丰

富多彩的培训项目，提高科学教师教学能力。
在评价层面，增强试题的基础性、应用

性、综合性、创新性，减少机械刷题。关注科
学实验的开设率、学生实践参与度，提高中
小学生动手操作、实验能力和综合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鼓励各地各校将实验操作测评
纳入学科综合评价体系。

我们争取通过3年至5年的努力，培育一批
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
学校和实验基地，涌现
一批“小科学家”“小工程
师”，打造一批有辨识度
的科学教育特色品牌。

（作者系浙江省
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实施科学课程教学提质工程
延伸阅读

浙江出台意见给中小学科学教育按下“加速键”

科学教育，怎样点燃孩子的热情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纪驭亚 周琳子

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彗星拖
尾巴，彩虹来架桥。孩子们的小脑袋
中，总有数不尽的“为什么”，以及各种
各样的“奇思妙想”。

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 18 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
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最近，浙
江 14 部门发布《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科学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从顶层
设计推进浙江省中小学科学教育，
包括组织千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
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探索工程启
蒙教育、打造科学教育实验基地等
举措，给中小学科学教育按下了

“加速键”。
事实上，浙江部分地区和中小学校近年来逐步开展科学

教育的探索。浙江中小学科学教育现状如何？如何加快建立
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大科学教育”
格局？

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为何要走进中小学校园？这些副校
长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所
长陈剑平多了一个新身份——九年一贯制学校、宁波大学青藤
书院的首任科技校长。为何请一名院士担任学校的科技校
长？青藤书院校长余勇有自己的考量。“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
查，发现同学们对科技领域较为陌生，且只有少数同学未来想
从事和科技相关的工作。”这样的调查结果，让余勇有些担忧。

邀请陈剑平担任科技校长，是余勇深思熟虑后的探索。
“陈院士第一次给孩子们做讲座，主题是一片叶子如何成长为
一片树林，反响非常好。”余勇说，陈剑平院士对这个新身份也
很重视，不仅让他带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和20位宁大教
授共同进入青藤书院从事科普工作，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
会，商讨如何用好这些专家资源。

在陈剑平院士的推动下，青藤书院已成立 4 个科技创新
项目组，涵盖智能机器人、海上风电等领域。“陈院士提供了各
种资源，我们选择了中小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并在学校遴
选了一批有兴趣有基础的学生。”余勇说。

无独有偶，去年 12 月，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也聘请了中
国科学院院士徐星担任名誉校长。这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院
士在聘任仪式上有些激动：“有机会给小学生上科学课，非常
自豪。”这位专门研究恐龙的院士，也是小学语文课文《飞向蓝
天的恐龙》的作者。

“小学生对恐龙非常着迷，这也是我们未来推进科普工作的
切入点。”徐星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会重点在古生物学的科普上
做更多的尝试，把校园科普工作做得更扎实系统。在徐星看来，
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独特的关注点，他和团队要做的，正是创
造一个适合小学生年龄段的科普环境，拓宽他们的科学视野。

邀请科学家进校园，温州更早迈出了这一步。2023 年 9
月，温州市教育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新时代温州中小学科学
教育实施方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请5位专家学者任温州中
小学科学教育专家顾问，聘100名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任百所
学校的科学副校长。

每周五，都是一年级小学生陈易航最期盼的日子。这个
学期开始，他所在的国科温州实验小学在周五新增了一节“小
小爱迪生”课，上这节课的老师都是校外不同领域的科研工作
者。在陈易航眼中，他们就像是“哆啦 A 梦”，总能变出各式
各样的工具，带领他探索科学奥秘。

“小小爱迪生”课的开展，也给了校内科学老师以启发。
为了让课程更好地落地和推进，校内的科学老师们往往也会
参与其中，比如前期准备、后期复盘等等。该校科学教师陈锦
栩全程参与其中，“一段时间下来，感觉自己的科学思维提高
了，在科学课程的内容设计上会思考得更多。”她说。

在金华市，科学家则以另一种方式走进校园——黄文虎
院士在金华市荣光学校建立黄文虎少年科技馆；潘建伟院士、
陆朝阳教授、马雄峰教授推动全国第一个量子科技实验室落
户母校东阳中学，并捐赠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模型，开设量
子科技相关课程，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共育基地”；“龙芯之父”
胡伟武在永康一中成立“龙芯飞凤书院”科创基地与创新教育
基地。

在不少校长看来，科学家团队进入校园，为中小学的科学
教育补上了一块重要拼图。但随着工作的推进，双方都在思
考，这项工作如何开展得更为扎实。

在余勇看来，科技校长能发挥出作用的前提是根据每个
学校的校情定制细致的落地方式，否则就容易沦为形式。为
此，余勇还梳理出了一份需求清单，即中小学生喜欢做哪些和
科技相关的事、目前学校在科学教学中缺少什么等，陈建平院
士会根据需求，对接相应的教授或科研人员进校园。

国科温州研究院研究员高小青是国科温州实验小学的科
学副校长。她认为科研工作者进入校园需要发挥自己的优
势。她说，很多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科学，而她和团队的
目标是让孩子具备科学思维并解决问题。

科技工作者当上副校长

在引进校外科学教育资源的同时，中小
学科学教师如何守好课堂阵地，也是中小学
面临的课题之一。

在科学课程教学方面，浙江提出推进科
学课程体系化，探索编制人工智能、工程启
蒙等地方课程标准。此外，还提出支持学校
组织中小学生参与工程项目，建立工程教育
创新教室和创客空间。近年来，随着越来越
多的学校探索创客教育、STEM 教育（4 个
单词的缩写：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技术、Engineering 工程、Maths 数学），
科学课程创新发展日益成熟。

作为国内创客教育发源地，温州科学教
育 的“ 课 程 创 新 ”加 法 已 经 做 了 10 年 。
2013年，温州正式拉开创客教育的序幕，以
创新的项目学习方式开展科学课程。如今，
当初埋下的科创种子已然生根发芽。

前不久，温州迎来市第十届青少年创客
文化节。文化节上，温州市实验中学八年级
学生叶沈让带来了团队制作的 AI 稻草人。
AI稻草人可以识别学生不安全或者不文明
的行为，发出提醒，守护学生安全。“孩子们
在创作过程中发现，最难的是制定规则，也
就是稻草人如何识别学生动作是否安全或
文明。”学校信息教师林美珠说，孩子们找校
领导商讨规则，反复演绎、拍摄，再让AI稻草
人不断学习。这让大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不
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渐渐培养科学思维。

经过 10 年积累，温州目前已开发 20 余
门本地创客课程，建成 248 个创客教育基
地、1023个创客教育空间，基本覆盖全部中
小学。

而在杭州市西湖区，STEM 课程的推
广，打开了中小学科学课的另一种可能性。

STEM 教育是汇集了科学、技术、工
程、数学多领域的综合教育。它突破了传统

科学课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整合多门学科知
识进行学习和研究，从而解决实际问题。

2019 年，西湖区成为浙江省中小学
STEM 教育的试点区，目前有 11 所“种子”
学校，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走进杭州市保俶塔实
验学校的航空航天实验室、机器人空间，琳
琅满目的工具设备应有尽有，这里吸引了不
少爱好科学的同学。一有时间，大家就冲进
实验室，埋头钻研，在这片属于他们的小天
地中大显身手。该校毕业生陆源初二时发
明了名为“勿忘我”的智能颈环，引发广泛关
注。这个颈环，是他专门为患有阿尔兹海默
症的外婆设计的，如果外婆在室外迷路超过
30 分钟，颈环就会提醒她回家并报出住
址。智能颈环从编程到建模，都是陆源一手
完成。

陆 源 的 这 项 发 明 只 是 一 个 缩 影 。
STEM 教育正突破学科壁垒，在跨学科知
识的综合运用中，帮助同学们把想法落地，
成为“小发明家”。

如今，西湖区上百所中小学校都已将
STEM 教育融入学校的常态课程和社团
课。硬件上，不少学校打造专门的科学
空间，支持学生的想法和创意；软件上，
搭建了资源库平台，对优秀的课程案例
进行梳理，目前该资源库平台已沉淀案
例 4146 个。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 STEM 课
程，但要真正上好这门课，挑战还是不少。
西湖区教育督导评估中心鲍雯雯老师认为，
传 统 的 教 育 体 系 和 教 学 模 式 ，需 要 和
STEM 教育更好地融合。此外，STEM 课
程的实施需要不同学科教师协作，学校可能
需要改变传统的单科教研组的方式，成立以
项目为单位的跨学科教研团队。

探索创客教育STEM教育

放眼全国，各地都把中小学科学教育放
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为何中小学科学
教育如此重要？

中小学科学教育处于重要的启蒙阶
段。在浙江省科学教研员、省特级教师沙琦
波看来，其重要性体现在普及性和创新性
上。具体来说，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一端连着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大众化科学普及需求，
另一端连着科技创新，承担着培养科技创新
人才的重要使命。

“当下科学课堂教授的大多是科学知识，
但知识普及只是科学课的一部分，同样重要
的是把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培养渗透在课
堂中，为未来培养创新性人才。”沙琦波说。

而意见的出台也给家长带来了期待。“科学
课需要与时俱进，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外，都希望
孩子有机会接触越来越多的优质科学资源，
开拓眼界。”杭州一位五年级家长告诉记者。

在采访中，无论是一线中小学科学教
师、教研组长，还是科学教研员都坦言，当下
的中小学科学课确实面临着一些困境。

例如，科学学科的特点是知识更新快，
信息爆炸时代对科学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教材一般 10 年更新一次，内容难免
有些滞后。如果科学老师自身素养好，会在
课堂讲授前沿的科技知识。但大部分老师
还是以教材为依据。”一位科学教研员说。

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有很
强的实践要求。“虽然浙江的科学教育已经
走在全国前列，部分区域的科学实验教育做
得也很不错，但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科学实验
参与率不足、实验评价缺失等问题。”采访
中，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显然，部分学校和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
这些现象，无论是邀请科学家进校园，还是
开展校内科学课的跨学科尝试，目的都指向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但科学教育不能只
局限于课堂内，更需要校外的补充。

课堂之外的科学教育如何更好地开展？
各地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

1 月 31 日，金华经济开发区西苑小学 4
名同学在2023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夺
得两个全国一等奖，引发关注。课堂之外，
他们经常登录“八婺智慧教育”本地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找到各种与科学相关的
资源——中小学科学实验 3D 视频、科技类
的赛事通知及培训视频、假期科普公益课
堂、教师科研成果展示等等。“平台上有全市
各种比赛团队分享的视频，我们会仔细研究
他们的结构和思路，很有启发。”本次比赛获
奖的周星宇同学说。

“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数字化把科学教育
资源汇集起来，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和之
江汇教育广场资源以外，结合金华实际给学
生搭建课外服务资源平台。”金华市教育技
术和信息中心主任傅得臻告诉记者。

此外，部分地区正在尝试和社会建立更为
紧密的联系，让孩子们走出校园，去感受更广阔
的科学世界。近年来，杭州市鼓励中小学校紧
密联系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等机构，发动学生
实地开展科学考察。宁波则推动学校就近建
立科学实践基地，打造家校社一体化育人环境。

“希望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中，建立更
为完善的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不仅把科研
工作者、科技资源请进校园，也给孩子们创
造更多走出校园的机会。”沙琦波建议。

感受更广阔的科学世界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小学部的同学展示“太空旅行站”科学项目
中的“治”慧乐椅。 受访者供图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小学部的同学展示“太空旅行站”科学项目
中的“治”慧乐椅。 受访者供图

宁 波 大 学 青 藤
书院开展科创活动。

受访者供图

2023年全国科普日，国科温州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参观国科温州研究院。 拍友 李悦 摄

台 州 椒 江 区
葭沚小学科创实
验室，学生参观数
学体验中心科技
展区。

葭沚小学供图

金华市东苑小学学生在学校国防科技馆参观。 金华市教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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