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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便携式脊柱形态检测装置、智能

垃圾分类小助手、冰雪奥运志愿者机

器人……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上，60个出自高中生之手的参赛项

目让现场的评委们眼前一亮，这是大

赛首次面向在校高中生设立“萌芽版

块”。对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表示，鼓励高中生创新最重要的

不是他们创造出了什么，而是在亿万

中学生心中“种下一颗‘我敢闯我会

创’的种子”，有了这样的种子，他们

才能在不远的将来更快更好地迸发

出创新的力量。

广大青少年学生是创新创业的

“后备军”。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

育，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既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

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

求。那么，该如何为青少年上好这堂

创新“萌芽课”？在之后的采访中，记

者看到了多种答案。

从STEM教育切入
省教育厅提出，要从STEM教

育切入，广泛开展中小学科技创新教

育，并于 2017 年确定了中小学

STEM教育项目15所种子学校和15

所培育学校，今年又遴选5所培育学

校为种子学校，新增30所学校为培

育学校。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中学就是于

今年“转正”的种子学校之一。该校

校长董建康介绍，在成为省STEM

教育项目培育学校后，学校开始大力

推进STEM课程建设，包括在基础

学 科 内 融 入 STEM 理 念 ，基 于

STEM理念开发、实施拓展性课程，

开展基于STEM理念的班级、全校

实践创新活动——“我爱异想天开”

等。“为了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问题

情境中，开展指向问题解决的项目式

学习，我校开发了科学创新实验室、

应用数学、编程与机器人等7大类18

门拓展性课程，供全校600多名学生

选择。”董建康坦言，经过两年的

STEM教育实践，该校学生的创新能

力得到了明显提高，每年有30项学

生科技创新成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相关专利，2017年至今，已有16

项成果正式取得国家专利证书。

教师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及创新教育的基本素质，直接

影响着育人的结果。近年来，浙江

大学附属中学着力打造一支创新型

教师队伍，积极鼓励教师开展跨学

科教学，并把创新教育作为教师培

训的重要内容。该校校长申屠永庆

表示，只要一有机会，学校就会支持

创新教育教师参加各级创新类课程

培训，并确保每位教师3年内至少培

训一次。同时，该校还定期组织开

展校内创新教育教师专题培训，确

保每学期至少一次。为增强学校科

技创新类选修课的师资力量，浙大

附中还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有

关企业展开合作，外聘创新教育指

导教师。“如今，我校科技创新类选

修课的教师有一半来自高校、科研

院所及科技信息公司，有了这股雄

厚的师资力量，学校进一步构建创

新教育育人体系也就有了保障。”申

屠永庆说。

创新在良好的氛围下“发生”
在本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

“萌芽版块”中，杭州第二中学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该校学生徐绍俊和王

馨远的参赛项目“基于二维图像纹理

信息的人脸检测方法研究”和“社区

R2R资源流转系统的设计和应用”都

入选了“创新潜力奖”，要知道，整个

“萌芽版块”今年只评出了20个“创

新潜力奖”，而杭二中就独占两席。

“这离不开我校多年来在推进科

技创新教育上所作出的努力。”杭二

中求是创新学院院长陈颜龙介绍，早

在2004年，杭二中就成立了机器人

队伍并积极组织学生入队参赛；

2008年之后，该校陆续开设了一系

列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校本课程，同时

开始组建各类科技社团；2017年，该

校成立了求是创新学院，为热爱科技

的学生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快速

成长的平台……现如今，杭二中已经

形成了以研究性学习课程和校本课

程为基础、以求是创新学院为平台、

以社团为合作互动载体的完整的科

技教育体系。

在高一阶段，杭二中给每位学生

都开设了研究性学习课程并配备了

专门的指导教师，它包括6个课时的

理论学习和两项必须完成的研究性

学习活动。进入高二之后，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类科技社团或通

过求是创新学院等平台组队参加比

赛。“我校的科技教育面向所有在校

生，其目标是营造出良好的科创氛

围，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创新思维

的培养。”陈颜龙坦言，经过多年的积

累，杭二中的科技探究氛围日益浓

厚，创新的土壤好了，“花”自然也就

开了。

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同样是启

迪青少年创新思维的有效载体。在

物联传感实验室体验光敏感、超声

波、温度敏感等传感特性，观察机械

臂精准抓物取件，欣赏机器人的呆

萌表演……近日，诸暨市城西小学

组织六年级全体学生前往“乐聚星

原力机器人创客实践基地”，开展了

科技体验一日营活动。学生王景运

感慨：“在创客基地，玩中有学，学中

有玩，各个项目的挑战性和趣味性

都很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繁

杂的公式，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

激发并维持我们的学习兴趣，从而

提高学习效率。”

日前，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的

指导下，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附

属中学等16所学校发起成立了浙江

省发明协会少年科创专业委员会。

少年科创委员会主任、浙江工业大学

副研究员朱国清告诉记者，委员会成

立之后，将通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

示范性强的青少年科创教育基地，打

造一支创新能力突出、标杆型的青少

年科创教育导师队伍，推出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素质创新、学习创新类的

赛事活动，促进全省中小学校创新教

育工作，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本报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林苗苗

这个学期，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语

文教师林华成为分管德育的副校长，比

以前更忙碌了。学校是全国13位少年

英雄之一林森火的母校，“学森火、懂感

恩”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品牌。为了传承

这一特色，当下林华和同事正全力开发

“大海少年”德育课程，组织学生学习林

森火精神，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从进入教坛的那一刻起，一晃就过

了18年，林华一直坚守在海岛。前不

久，她入选教育部2019年乡村优秀青

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名单。

2001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林华分

配到偏远的玉环鸡山乡中心小学任

教。海岛生活充满艰辛，回忆起那段经

历，林华感慨：“条件虽艰苦，但浩瀚的

大海让我明白做人要有宽广的胸怀，艰

苦的条件锻炼了我坚忍不拔的意志，单

调的生活更能让我沉下心来做事。”

海岛农村学生多为留守儿童。林

华明白，大部分学生因为缺乏自信导致

学习能力薄弱，如果帮助他们重塑自

信，就一定会取得进步。班里有一女生

小郭，内向敏感。林华了解到她来自离

异家庭，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林华

就经常找她促膝长谈，后来，又得知她

擅长绘画，于是借在班级举行绘画比赛

的机会，让她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慢慢地，小郭变得活泼起来，成绩也有

了很大提高。

还有一名男生小胡，由于父亲早

逝，母亲忙于生计疏于管教，逃学成了

他的家常便饭。看着他“破罐子破摔”

的样子，林华很是着急。有一次更离

谱，小胡竟三天不见踪影。那几天，林

华和孩子的母亲寻遍了坎门所有网吧，

最后终于在一家黑网吧找到了他。那

一刻，看到林老师与母亲憔悴的神情，

小胡泪如雨下，这泪水充满了愧疚，更

充满了感动。这一年，在林华的用心呵

护下，他不再逃学，学习也有了明显进

步，这让林华感到无比欣慰。

林华是省教坛新秀，有着过硬的专

业技能，本有多次进城工作的机会，但

她依然坚守在坎门中心小学。她深知，

海岛地区条件艰苦，只有教师提升业务

素养，开阔视野，才能给农村学生带来

优质的师资。

去年，林华在学校成立了个人工

作室，助力年轻教师的专业成长。平

时她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主题教研活

动，问诊课堂；帮助指导论文课题撰

写，助力教育科研；组织读书交流活

动，提升理论水平。与年轻教师主动

结对，也是帮扶的措施之一，对此林华

不遗余力地在备课、上课、班级管理等

方面给予指导。

本报讯（通讯员 盛 伟 占振华）近日，常山县

实验小学二（1）班学生小芳（化名）65岁的爷爷从重

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他说，最要感谢的是孙

女的班主任郑素芳，她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11月12日早晨，郑素芳发现小芳没到校。小

芳一直是其爷爷负责接送的，几乎每天都提早到

校。今天没来，是不是出了意外？郑素芳立刻拨打

了小芳爷爷的电话。电话是小芳接的，她差点哭了：

“爷爷摔倒了，爬不起来了。”郑素芳判断老人可能因

为摔倒导致脑溢血，于是立即拨打了小芳爸爸的电

话。随后，小芳爸爸火速赶往家中把老人送到医

院。因为救助及时，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热心班主任
救学生爷爷一命

为青少年播下创新的“种子”

林华：守望海岛教育18年痴心不改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薛曹盛）
最近，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中

心小学语文教师周妙亚建的公

益书吧在当地引起了热议。书

吧是周妙亚自掏1.5万元办起

来的，地点在塘溪加贝公交站

对面，虽然面积不足 20 平方

米，却放了1000余册图书。

塘溪镇上没有公共图书

馆，一到周末，周边的农村学生

没有好去处。周妙亚于是萌生

了建个公益书吧的念头。在她

的书吧，无需押金，现在每天都

有四五十名学生来借书，周末

的时候就更多了。

多年来，周妙亚一直专注

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家庭孩子

的公益事业，曾连续7年办公益

暑托班。周妙亚打造公益书吧

的爱心举动打动了很多教师，

大家纷纷加入到这场行动中，

有的布置书吧环境，有的捐书

整理书籍，有的组织主题沙

龙。从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

东南小学来塘溪支教的教师陆

燕还个人出资3000元用于书

吧建设。

近日，长兴县第一小学举行树叶贴画展。学生把
收集的树叶通过粘、剪、画等相结合的方法制作出五彩
缤纷的“树叶画”。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视点第

树叶也能变成“画”

□闫 学

近年来，课堂教学中学生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

的重视。但我国当前的阅读教学实

践却堪忧：一些看似热热闹闹的课

堂，其实并没有启迪学生真正的思

考；在小手如林、积极发言的背后，

可能学生的思维水平始终停留在浅

层与低阶，并没有在学习中得到应

有的提升。这样的课堂教学不仅导

致了教学的低效，而且浪费了学生

宝贵的时间，错过了学生思维发展

的最佳时期，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

启迪学生真正的思考，培养学生的

高阶思维能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

下几方面做起。

激发批判性质疑反思，培养高

阶思维。批判性质疑反思既是一种

能力，也是一种意识。在阅读教学

中，如果能够重视学生批判性质疑

反思能力的培养，其实就是在培养

学生的高阶思维。但批判性质疑反

思能力不同于一般性的提出问题、

讨论问题，而是要求师生提出、讨论

有一定思考价值、思考深度与广度，

以及有一定思维含量的问题，也就

是“真问题”。我们应该给予学生更

多的机会和空间，帮助他们获取信

息、阐释信息，最终自主达成对信息

的意义建构。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

在阅读中呈现思维成果，在此基础

上实现自我激发，同时要建立师生

思维成果的充分对话，提出和讨论

“真问题”。

提升阅读品位，培养高阶思

维。有观点认为，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要力求“简单”，只需要学生读懂

课文，掌握字词句段的基本用法即

可，不需要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其

实，在教学中重视提升小学生的阅

读品位，培养其审美眼光，这既是培

养学生高阶思维的过程，也是提升

学生高阶思维水平的策略，尤其是

在教学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一些经典

文本时，如果能抓住经典文本中的

核心元素展开教学，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阅读

品位，从而培养其高阶思维。

丰富阅读维度，培养高阶思维。莫提默·J.艾

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多次

提到，“一个好的读者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读者”，

虽然如何判断某一个读者是不是范多伦所说“一个

好的读者”，有很多不同的评价维度和评判标准，但

这个“读者”一定是“自我要求很高”，比如阅读一个

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绝不是只有一个层面，而是

会有多个层面；也绝不是只有一个维度，而是会有

多个维度。教师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丰

富、立体解读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高阶思维。

倡导群文、群书阅读，培养高阶思维。毋庸置

疑，探索群文阅读与群书阅读的多种范式，是提升

学生高阶阅读能力和高阶思维水平的重要路径。

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观点，学问是互相关联的，一人

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

题，由看一本书而不能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

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林语堂先生所说

的其实就是群书阅读。群书阅读的好处是显而易

见的：发现问题，发明新义，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

证己说……而这些都是读者高阶阅读能力的体现，

也是呈现、进入高阶思维的过程。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应该千方百计引导学生进行群文、群书阅读，

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或是围绕一个作者，也可以

是围绕一个题材、一种体裁，以此展开。这样一来，

学生阅读的过程就变成了高阶思维的培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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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建起公益书吧

近日，遂昌育才高级中学开放了校内的“时间
胶囊博物馆”，馆中共有1400多个胶囊。学生将自
己的学习生涯规划心愿写在纸上，塞进专属胶囊
里，期待梦想成真。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柳 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