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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4月至5月，沪浙皖苏四省市教育报刊总社（教育宣传中心）共

同开展了主题为“科学教育：现实使命与实践方略”的联合采访，今日刊登江苏省中小学校科学教育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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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从南京出发一路向东，驱车2个多

小时，就到了无锡。无锡，有烟火气里

的“吴侬软语”，有惠山古镇里的“天下

第二泉”，有穿境而过的京杭大运河。

而在这座古城的市区里坐落着一所百

年老校——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11年前，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

下，无锡教育先贤顾倬亲手创办了锡

师附小。111年来，学校弘扬“乐学”文

化，秉承“为了培养完整的儿童”的初

心使命，努力培养完整的儿童。

面对记者，锡师附小教育集团总

校长张明霞坦言，国家基础教育改革

进行了20多年，海面上波涛汹涌，但海

床下还是平静如初。如何打通这关键

的“最后一公里”？得从学生每天待的

校园着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儿

童学习生态重构实验开始了。

齐刷刷地踩脚踏车，让动能转变

为电能，点亮机械树上的小彩灯；学生

分坐在可以自由调整座椅位置的跷跷

板两端，一点点移动座位，领悟杠杆原

理；加速摇动把手，让大齿轮带动小齿

轮，把小球打进洞……一到下课时间，

学校教学楼前的乐玩园和一楼走廊上

的机械研玩社里总是欢声笑语不断，

学生们一边阅读立在旁边的科学原理

说明牌，一边动手体验。

“我们总说课堂时间短暂，不可能

每个科学原理都进行实验演示，那我

们索性就把校园作为实验室，学生只

要愿意，他们在校的每一刻闲暇时光

都能变成科学学习时间。”副校长高纯

告诉记者，除了少量设备是厂家原本

就有的，大多数的设备都是原创的，

“教师和厂家工作人员以及从事科学

领域工作的家长代表，一起认真阅读

小学科学课本，罗列出一批适合放置

在校园公共空间的实验设备，对其进

行了体验改造，再测量学校的空地面

积，进行比例缩放。如今，这个乐玩园

已成了学校招生、接待同行来访的金

字招牌”。

而沿着一楼走廊走到尽头，是学

校新搭建出来的超级工程室。“好多学

生特别是男生，小学阶段精力旺盛，我

们就想着能不能引导他们把多余的精

力用到科学小制作上，既动手又动

脑。”超级工程室负责人周加其虽然本

职是体育教师，但从小是个“技术宅”，

喜欢做手工，听说学校要建一间开放

型实验室时，他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周加其给学生们上的第一课是加

工木头，搭建木桥。“这东西看着简

单，做起来可不简单。”周加其一边摆

动成品一边讲解，每一刀锯在哪里正

好、如何打磨抛光、如何钉钉子，每一

步正确操作的背后都要付出额外的时

间和精力，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学生们

课余时间聚在超级工程室里画图纸、

做演算。

光教师参与还远远不够，在张明

霞的设想里，儿童的学习生态里不仅

有教师、有学生，还要有家长和社会人

士参与。学生家长中不乏从事科学领

域相关工作的热心人士，近水楼台先

得月，学校充分挖掘这部分资源，邀请

家长进校开课。

家长于先生是一名从事飞机研发

的科研工作者，每次他进校上航空课

时，总会被小迷弟小迷妹们围堵。“早

前学校设计科学体验设施时，就向我

发出了邀请，所以我的授课内容有些

是可以和校内的科学体验设施搭配着

学习的。”于先生说，考虑到学生年纪

尚小、基础知识比较薄弱，课程内容还

是以启蒙为主，例如飞机可以飞起来

的原理、让学生设计一款小飞机等，辅

以一些自己的工作心得。现场，于先

生向记者分享了他的下一步授课计

划：“设计圈有红点设计大奖，科学成

果也可以设计得更加美观，要引导孩

子们和美术教师、音乐教师一起对小

飞机进行完善优化。”

而作为无锡市少年宫青少年科学

教育负责人，家长任先生不仅自己送

课上门，还把同事推荐过来，为学校拉

来了强大的外援。例如，超级工程室

的航模课就是由少年宫的教师们授课

的。“学校要打造全方位科学元素校

园，少年宫的力量不容忽视。一来，他

们更专业，不论是知识点讲解还是实

验指导，更深入透彻；二来，他们的比

赛经验很丰富，认识的专家也多，学生

能搭上顺风车到一些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的企事业单位研学旅行，开

开眼界。”高纯表示，在专业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们进步很快，上课没几天就

学到了第一招——做科学领域相关工

作要严谨，“之前下课后学生们会把实

践半成品、工具、没用完的材料乱七八

糟地塞进一个盒子里，如今不仅摆放

整齐，盒子外侧还会贴上一个物品清

单明细，这是借鉴了研究所的物品和

设备管理模式”。

除了科学态度，更令人惊喜的是

科学成果。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在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载誉而

归的学生周家熠及他的作品——电子

跳绳机，它能利用太阳能自行发电，并

计算跳绳个数。“每每穿梭在校园内和

同学们体验科学设施时，我就想哪天

自己也能设计出一款，刚好那段时间

学校组织了跳绳比赛，我就把自己的

想法和超级工程室的老师们进行了交

流。”说起设计初衷，周家熠侃侃而谈。

不仅仅是周家熠，锡师附小的校

园里还有很多待萌发的小科学家苗

子。如采访当天，教学楼一楼智造团

教室里正在写代码、制作能唱校歌的

八音盒的学生，教学楼五楼科探小镇

里摆动着齿轮和小球的学生，还有骄

阳似火却依然在露天科学体验设施上

玩得不亦乐乎的学生……一个科学感

满满的儿童学习生态雏形初现。

□本报记者 金 澜

穿过林隐蔽日的中山南路，一座

玄妙且壮观的“凯旋门”建筑映入眼

帘，这是南京市第一中学南校区的大

门。走进大门，一冲眼是那块刻着

“求真”二字的校训石。南京一中源

于1907年创办的崇文学堂，1927年，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陈鹤琴的

学生李清悚在崇文学堂旧址创办南

京中区实验学校，蔡元培先生题写

“开校纪念”碑文。百年光阴，如白驹

过隙，校名一变再变，但学校践行陶

行知教育思想、办“真教育”的追求坚

守如初。

2021年，南京一中校长朱焱作

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的重要讲话。回到南京后，他灵感如

泉涌。

“院士1课堂”是在江苏省普通高

中首家开设的科学类校本课程。“这个

‘1’有很多含义，表层意思是3年内邀

请100位院士进校开设100节科学技

术类课程；同音字母‘e’，即线上线下

同时开展，校内校外同步参与；同音字

‘溢’，以‘院士1课堂’为起点，打造更

多指向学生创新创造素养培育的品牌

课程，形成科技课程群；同音字‘易’，

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意象，注重强化

课程思政意识，让学生在科学家身边

长大，学习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朱焱说，课程的顺利开展已如石子抛

入湖中，在学生群体中荡起层层涟漪，

实现了“小课堂、大育人”。

5月23日采访当天，在学校与江

苏省工程师学会共建的江苏少年工

程院二楼多功能厅外的展板上，记者

看到了学生们聆听“院士1课堂”后

写下的心得体会，里面既有对院士们

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钻研一个领域

一道难题的钦佩，更有要学习院士们

不畏艰难、甘坐冷板凳的决心。据

悉，目前学校已完成部分讲稿的整

理，并出版了《院士1课堂——在科

学家身边成长》第一册。接下来，这

批书将赠送给南京的其他学校，更多

未能即时参与学习的学生也将有机

会跟院士“对话”。

与此同时，以“院士1课堂”为突

破，一张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科创

人才的蓝图也在徐徐打开。漫步南

京一中北校区，在物理、生物、地理3

个江苏省课程基地和江苏省高中物

理实验研发中心的基础上，学校新建

了智造社、创做坊、科学广场、非正式

学习空间等科学教育场域场所，在课

程基地基础上整合资源建立统一管

理的无边界学习中心，打通学科壁

垒、课程基地壁垒、校区壁垒，实现科

技资源的统筹协调使用。这个无边

界学习中心是学生动手实验、验证个

人猜想的宝地。正如朱焱所说，“开

展科学教育，一不能没有优质师资，

二不能没有实验场地”。

当记者走进课程基地里的智造

社和创做坊时，一批高一学生正在合

作制作小车。“除了马达，其他零部件

都是学生自己设计再用数控铣床或

者3D打印机加工出来的。”学校信息

中心副主任顾晓春告诉记者，“究竟

怎么样的小车在转弯时车身更灵活、

在对抗时结构更加稳定扎实，学生可

以结合所学的物理知识，在这里一点

点摸索，眼见为实。”

不仅仅是制作小车，南京一中还

开设了无人机编程、AI无人机、虚拟

机器人等众多科创类校本课程。只

要提前申请，学生就能进课程基地探

索。为了鼓励学生多参与，学校还将

课程基地前的空地命名为“科学广

场”，设计了若干科学主题的展示柱，

并将学生的科创作品穿插着展示。

科学广场旁边有一个呐喊喷泉，学生

遇到难题时，就去喊一嗓子，在释放

压力的同时，顺便研究一下这个喷泉

能用分贝数控制水柱高低的原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坐拥如此

丰富的资源，南京一中也乐于将校内

基地向社会开放，欢迎不同年龄段的

学生一起来研究探索。而凭借这份

开放大气，学校也打造了培养科创人

才的平台与项目——江苏少年工程

院与“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

即向上与高等教育衔接，向下辐射义

务教育，开展课程共享、平台共建，以

及发现与选拔人才。

“中国天眼”、紫金山天文台、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的夏

令营和冬令营，江苏少年工程院总有

新花样，一批批科创苗子在科学家、

工程师、研究生的带领下听讲座、开

展科技研学、做项目研究，在现场参

访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志趣、

启迪创新。

不仅要学习，还要有成果。按照

要求，科创苗子要在2年里获满18学

时的学分、完成3个学习或研究任

务，以及通过由5名院士专家组成的

评审团答辩，方可获得江苏少年工程

院“小院士”称号。截至目前，江苏少

年工程院已经孕育了41名“小院士”。

随着经验积累，如今的江苏少年工程

院已成为学校识别和早期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实现了“小院

士、大实践”。

2022年，学校开展“数理人才贯

通培养实验项目”，对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进行系统性探索。2023年，国

际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

院长丘成桐正式为南京一中授牌首

批“丘成桐少年班”。“丘成桐少年

班”每年面向全市招收40名学生，

采用“双高”（高校+高中）合作的一

体化贯通式培养，开设国家课程、竞

赛课程、科创课程、研学课程、大学

先修课程、科技实践课程等6个模

块，学生边研边学，实行个性化学

习、差异化教学。“小班化、大贯通”

的办班思路之下，14名学子入选“英

才计划”，15人次进入清北体验营，

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清北最优惠录

取资格，3人入选江苏信息学省队，

一大批学子在各类学科竞赛中摘金

夺银，表现抢眼。

□金 澜

王淦昌、茅以升、钱
伟长、吴良镛……翻阅
江苏的科学发展史，精
英荟萃、群星闪耀，“两
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
院院士数不胜数。

走进江苏的校园
里，科技感强、科学味浓
是记者的第一反应，而
与师生深入交流后，记
者感触更深，感觉到当
地科学教育呈现出以下
三种特色。

科学教育越来越
“加”。南京市第一中学
和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
学都在将科学教育的概
念扩容：科学+语文、科
学+信息技术、科学+数
学、科学+音乐、科学+美
术……科学教育不再局
限于科学知识的简单传
授，而是与更多其他学科
元素混搭，复合型课程、
跨学科探索开展得如火
如荼，实现从科学走向学
科，又从学科走向科学。

科学教育越来越“佳”。“佳”有渐
入佳境的含义，即高水平地上好科学
课程，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那么，
具体如何落地呢？南京一中的省课
程基地，锡师附小的乐玩园、机械研
玩社等都指向一种思路：建立学习
场。学科专用教室、主题学习教室、
角落教室，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实现
校园即实验室、实验室即校园。

科学教育越来越“嘉”。《说文解
字》中提到：“嘉，美也。”的确，发展科
学教育是一件美好的事。加强科学
教育是好事，但不能纯粹拉长学习时
间，这就变相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
担，与“双减”的大背景不符，而是要
提升学习效率。而高效率学习离不
开优质的引领者。南京一中的“院士
1课堂”和江苏少年工程院，锡师附小
的少年宫教师和家长进校开课，都是
学校在做强做大科学师资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
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
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
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放眼全
国、遥望未来，科学教育这道题等待
着科学回答。

科
学
教
育
等
待
科
学
回
答

南京一中：

聚焦科教课堂，培育科创苗子

锡师附小：

构建儿童科学教育的学习生态

图为南京一中学生在智造社内，深入探究人工智能。 （学校供图）

图为锡师附小学生在超级工程室上课。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