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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昌魏

2001年启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以来，科学课程对培养学生科学

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存

在一些难点问题。以PISA2015中对从

事科学有关行业意愿调查统计为例，

仅有 16.8%的中国学生愿意从事科学

有关行业，远低于 OECD 国家均值

24.5%（美国 36.8%），PISA2018 中国学

生的问卷结果更令人担忧。科学是未

来的决胜之道，但是为什么最后很多

学生对科学不感兴趣？这与我国当下

科学学习存在的教学时空固化、教学

内容窄化、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有关，

学生很难得到机会去亲身体会科学发

现的“乐趣”和“荣耀”。

针对这些问题，温州在区域范围

内推出小学生科学部落格项目。该项

目经历4年孕育萌发，12年研究实践，

搭建了一种支持“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平台，引领学生做主动的

学习者——主动想、主动问、主动去探

索、主动做分享，从学习时空拓展，到

课程内容创生，再到学习方式创新，从

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从线下到

线上，打造了纵横拓展、立体互联的科

学学习新样态。

科学部落格，架起了课内外科学

教育连接的桥梁，让科学探究不再局

限于教室、实验室这些狭小的空间，阳

台、花园、树林、农田、草地、池塘等，到

处都能看到学生科学探究的身影。基

于线下物理空间的探究和线上网络空

间的互动，校园外的“非正式学习”真

实而有质量地发生，促进了学生亲近

自然、亲近生命、亲历科学。

科学部落格，讲述的是学生“身

边的科学发现故事”，它没有固定的

课程内容，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科

书，从本质上说，是学生自己创造了

自己的教科书。学生不再是课程内

容的消费者，他们基于自己的兴趣和

需求选择探究内容，通过科学探究、

上传日志、分享经验等，成为课程内

容的建设者。

科学部落格，借助互联网时代的

新媒体技术来记录和传播实验，让科

学发现以可视化和互动化的生动方

式开放给更多人共享，促进他们互相

启发，实现共同探究。这种“线上+线

下”的学习样态，实现了多样化、混合

式学习的有机融通，充分发挥了学生

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

造性，也推动了区域课堂教学方式的

变革——从“以教促学”到“少教多

学”到“不教而学”，让教学真正回归

“学为中心”。

如今，科学部落格在温州全市各

小学广泛开展，每年数千名学生参与

部落格展示，数万名学生参与线上互

动交流。我们期待今日的“小观察”能

孕育明日的“大发现”，今日的“小部

落”能成为未来科学的“大世界”。

□本报记者 金 澜

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

不类他山……北宋年间，沈括前往温

州雁荡山游览。这位著名科学家用笔

记录下了雁荡山的开发历史，并就雁

荡奇峰的形成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

其是流水侵蚀冲削所致。这篇《雁荡

山》被收录在《梦溪笔谈》中，曾入选中

学语文课本。

最近10余年来，在沈括涉足的这

片瓯越大地上，兴起一股小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开展实验并记录发现的风

潮。依赖于信息技术，实验成果还通

过博客、QQ空间、美篇等途径不断扩

散，获得了更广泛持久的传播效果，形

成了科学部落格现象。

如今在温州，科学部落格是小学

生假期生活的必备品。从雨林到沙

漠，从山川到湖泊，处处有选题，处处

做实验，处处写日志，并因此而涌现出

众多的小科学家“苗子”。2021年，由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小学（学前）教

研室主任、小学科学教研员施昌魏领

衔的《做主动学习者：“科学部落格”的

十二年实践》课题获评浙江省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小日志写出大收获
时光倒转回2006年，彼时施昌魏还

是温州市实验小学科学教师。当时学校

推出“家庭实验室”活动，倡导家长和孩

子每周末在家做实验并将过程记录下

来。很快，一份份科学观察日志被送到

科学组，孩子们都想把成果分享给更多

人。于是，教师把观察日志张贴在走廊

的墙面上，学生以便利贴的形式交流。

时间一长，墙面被贴满了。施昌

魏想到依托校园网开设一个名为“惠

风博客”的平台，每个学生都能在上面

发帖。到2009年博客因服务器管理

问题关闭时，平台已发布了1000多篇

学生自主完成的科学观察日志。

作为平台的管理者，每篇日志施

昌魏都会仔细看，“越看越惊喜，一朵

花、一棵树、一只小动物、一个小实验

都能写出大文章。为增强科学性，学

生碰到问题会主动查资料；为更好地

呈现日志，学生主动学习网页制作、图

片编辑等技能。这跟平时坐在教室里

听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状态”。

2009年，施昌魏调到市教研院当

小学科学教研员，正逢那年温州市启

动“小科学家”培养计划，在他的推动

下，科学部落格（原名网络科学观察日

志）成为“小科学家”培养计划的主要

项目。自此，科学部落格走出实验小

学，在全市范围实践。

从2011年起，温州每年都会举办

一届学生科学部落格大赛，以评比助

力项目推广。2012年，该市还以“科学

部落格推广应用”为主题，举行小学科

学课改领航现场会。此外，施昌魏每

年都会把试点校的科学教师召集起来

传播理念，他总是一遍遍强调：“科学

部落格倡导学生不做知识的搬运工，

要做主动的学习者。”

线上科学共同体的诞生
随着课题不断推进，不少试点校都

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把零散的资

源系统化、分类化形成可供不同年级、

不同兴趣爱好学生参考借鉴的课程内

容，从2015年起，施昌魏领衔课题组从

网络科学观察日志活动过渡到科学部

落格课程建设，研究进入第二阶段。

“最初评选时，我们发现农村学校

参与度不高，所以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

就放在这里。”施昌魏告诉记者，科学部

落格“链接乡村儿童行动”启动后，不少

农村孩子领悟到他们比城里的同龄人

拥有更丰富的实验资源，光爬爬家门口

的山、看看田里的农作物，就能找到好

多素材，写好多科学日志。思路一打

开，农村学校的参与率就上来了。

2017年，教与学的方式变革的浪

潮席卷全国教育圈，引发了施昌魏的

思考：可不可以把科学部落格由课程

内容创新上升为学习方式创新？自

此，课题进入第三阶段，科学部落格从

关注静态的日志展示走向更多关注动

态的互动交往，迈入3.0时代。

“评审时，我们也关注传播效果，

例如阅读量、评论量、评论含金量等。”

施昌魏说，互联网时代，科学部落格的

亮点是让科学发现以可视化和互动化

的生动方式开放给更多人，不同年龄

段、不同文化背景的网民能围绕科学

观察日志展开讨论交流，形成新型学

习空间。

从活动到课程再到学习方式，10

多年来，科学部落格层层提升、破茧成

蝶，科学与技术相融相通，将温州小学

科学教育带到了新高度。

科学教育的三重境界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提出读书

三境界。针对科学教学，施昌魏也提

出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教知识；

第二种境界，是教探索；第三种境界，

不再是教学生如何探索，而是支持学

生自己去探索。

施昌魏坦言，当下科学教学过于

注重“教”，学生很难有机会体会科学

发现的“乐趣”和“荣耀”，而科学部落

格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一个

渠道。“孩子们研究的选题，既有从课

本延伸出来的，也有意外发现的，科学

部落格讲述的是‘身边的科学发现故

事’。”施昌魏说，

世界上从不缺少值

得探索的选题，缺的

是发现的眼光和坚

持的恒心。

2012年，温州市蒲鞋

市小学学生周芷妍围绕偶然在

家里窗台做窝的乌鸫小家庭所写的

科学观察日志，引发3万多人次围观。

1个多月的连载，除了教师、学生和家

长，还有鸟类爱好者、科学家、新闻媒

体在催更，大家对乌鸫小家庭的每日

变化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正契合了施

昌魏将网络科学观察日志更名为科学

部落格的初衷，“取名‘部落’是要摆脱

过度关注研究内容的局限，更看重能

否通过网络搭建学习共同体，不拘于

年龄、学历、地域，大家畅所欲言、互相

补充，如同非洲原始部落一样随性、狂

野、自由、开放，而‘格’字则暗喻一个个

性化学习空间，一种创新的学习方式”。

近年来，温州推行“明眸皓齿”工

程，口腔检查结束后医生会给出很多

建议。医生为什么这么说呢？温州市

未来小学教育集团南瓯校区学生林依

璇把这个问题作为探究内容。在留言

区，记者看到“日志很直观，我终于知

道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吃甜食、喝

碳酸饮料了”“选题契合温州发展实

际，视角很独特”等评论，足足有几十

条。林依璇告诉记者，这些评论给了

她坚持下去的动力，“有条件、有时间

还是得到知识的第一现场去，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自定选题，自选记录方式和平台，

科学部落格让我发现科学学习有趣的

一面，萌生了选科学类专业的想法。”回

忆起那段经历，毕业于温州市籀园小

学，目前就读于伦敦大学化学系的肖婧

卉感慨颇深。10多天、20多天甚至一

两个月的观察记录，如饥似渴地查资料

填补知识盲区，培养了她的耐心、恒心

和责任心，如今在国外求学时遇到挫折

和挑战也能坦然接受、勇敢面对。

做助力“双减”的催化剂
滴水穿石，聚沙成塔。12年来，在

科学部落格的影响下，学校的教育教

学工作也有了大变化。在课题发源地

温州市实验小学，指导学生开展科学

部落格不是科学组的一家之事，其他

学科组也加入进来。科学教师黄卫华

介绍，语文课教日志写作格式，信息技

术课教打字，数学课教表格设计，美术

课教绘画，科学课启发思路，不同学科

互补，形成共鸣，跨学科学习、项目化

学习水到渠成。

在温州市未来小学教育集团南瓯

校区教师潘然慧看来，科学部落格对

科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研

究的主题有动物、植物、微生物、物质

变化，甚至还有天文地理，虽然是学生

自主学习，但还需要教师在幕后掌舵，

教师必须拓宽知识面，不断学习”。温

州市籀园小学科学组组长陈蒙蒙认

为，科学部落格在引导校内课改，从

“以教促学”到“少教多学”到“不教而

学”，40分钟上出特色是突破的关键。

“双减”落地后，科学部落格更成

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渠道。记者发现，

不少学校鼓励学生和家长在周末、节

假日开展迷你科学部落格，有的家庭

还配备了显微镜、昆虫观察盒、酒精

灯、培养皿等器材，学习型家庭的氛围

越发浓郁。

家长参与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逐步打消了科学部落格会影响视力等

刻板印象。“我们会帮助孩子选择安全

的发布平台，分辨网上信息的真伪。”

籀园小学科学教师薛海珍是一名小学

生的妈妈，她说，孩子的信息素养和媒

介素养都得到了提高，这也是在未来

社会生活的必备能力。

跨越时空 “互联”起来

温州科学部落格孵化现代“沈括”
本报讯（记者 邹红宇）3月

13日，针对当前疫情变化特殊形

势，省教育厅全面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迅速激活应

急响应机制，统筹指导全省教育系

统全面强化疫情防控应急举措，进

一步督促各地各校从严从紧做好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上午，省教育厅召开疫情防控应

急会议，传达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

精神，专题部署应急处置工作，并向

全省各地各校下发紧急提醒函。省

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毛宏芳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教育厅班子成员，相关

处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参会。

会议强调，全省教育系统要强

化主体责任，加强明察暗访，落实

问责机制，完善督察检查方案和核

酸检测专项方案，全面提升学校应

急处置能力，切实加强值班值守和

宣传引导，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

各项要求，严阵以待做好疫情防控

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确保各

级各类校园安全稳定。

下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校园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学习传达

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精

神，分析研判当前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形势，全面部署校园疫情防控工

作。省教育厅党委副书记干武东

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教育厅副厅长

汤筱疏作专题部署。省教育厅相

关处室和直属单位，各设区市教育

局、各高校负责人参会。

会议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坚

决扛起疫情防控重大政治责任，从

严从紧从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坚决遏制疫情向学校扩散蔓

延。必须全员绷紧校园防疫之弦，

全面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

人四方责任，落实校园防疫全流

程、全环节、全闭环的责任分工、责

任人和工作要求，进一步严格追责

问责。必须全程把好校园防疫之

门，守住关键卡口和重点环节，管

好学校人、物、环境，进校门要坚持

师生同策，重点人群要按属地要求

落实防控措施，涉及校内外活动必

须报备并控制规模，加强校外培训

机构防控监管，同时做好人物并防

和环境消杀。必须全面落实校园

预警之策，提高师生日常健康监测

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确保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疗，

根据防控需要实施核酸检测，各校

师生外出严格执行登记制度。必

须全力维护校园安全之基，完善疫

情防控指挥体系、应急体系和网格

化工作制度，优化教育教学工作安

排，随时做好服务供给、隔离管控、

舆情处置、心理疏导等保障工作。

晚上，省教育厅召开在杭高校

疫情防控部署会。省教育厅党委

委员、副厅长于永明主持会议并讲

话。会议强调，各高校要压实责

任、迅速行动、有序组织，从严从紧

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开展

应急演练，落实关心关爱，加强师

生核酸检测，“一校一策”明确工作

方案，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及43所在

杭高校负责人参会。

连日来，全省教育系统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和连续

作战的奋斗精神，全面压紧压实校园疫情防控责任。省

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群团组织优势，把抗疫一

线作为大考大赛主战场，做好师生关心关怀工作，让党旗

在校园“战疫”一线高高飘扬，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遭

遇战、阻击战、歼灭战。

科学部落格：和世界分享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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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德校区
2000余名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巧手拼会徽 千人迎亚
运”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课。师生们用8000株三角堇拼成
了杭州亚运会会徽图案。 （本报通讯员 陈炜炜 摄）

学生用放大镜观察小蜗牛。
（本报通讯员 雷善毕 摄）

温州市实验小学教师许婧指导学
生开展课外观察记录。

（本报通讯员 曾庆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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