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红宇

拾起一片落叶，观察叶子的形

状；走进自然，了解季节变化对动植

物的影响；收集能代表秋天的植物，

制作秋天礼盒……国庆期间，杭州采

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们带着

主题式自主探究实践作业，开启了对

秋天的探索。

在采荷三小教育集团，更多的科

学探索时间是留给学生的。“学校和

家庭、社会一起做好引导，在保护学

生好奇心的基础上激发他们的科学

兴趣。”校长黄升昊表示，学校自2002

年创办以来一直将科学教育作为重

点工作，凝聚家校社的力量，力求做

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拓展社会资源，开设多元科学课程
对江锦校区207班学生许晋深来

说，每周四下午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既

可以选择在学校的创客空间学习编

程，也可以选择到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上他喜欢的课程。奇迹积木、电子百

拼、航模小飞手、百变乐高……在采

荷三小教育集团，每周四下午都有

100余门拓展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

其中科技类课程约占三分之一。

为了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

化发展的需求，学校将所有拓展课程

放到线上选课平台，在每一门课程的

介绍页面上，授课教师的个人照片、

课程说明、招生年级和人数等都有清

晰显示。这样，学生可以在全面了解

课程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实现课表的

“私人定制”。

把科学课放到校外场馆上，则是

黄升昊的一次大胆尝试。学校的3个

校区均位于杭州市中心城区，每个校

区的相对面积并不是很大。为了克

服场地有限的困难，学校与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社

会场馆合作，开辟了除学校和家庭之

外的“第三教育空间”。每周四下午，

学生可以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在

玩耍中进行开放式学习；每周五下

午，学生可以深入各个博物馆和名胜

古迹学习相关知识；每隔3周就会有

一次实地考察，在“行走的课程”中收

获科学知识……

在丰富的课程和社会场馆的支

撑下，2023年12月，学校专门成立了

“风荷少年创新研究院”。创新研究

院分生态农科、航空科技、数字创意、

木艺工程、电子创意、航海科技、车辆

工程、未来科创等8个学部。在生态

农科学部，学生可以在学校的屋顶农

场体验无土栽培；在木艺工程学部，

学生可以在木工坊动手制作鲁班锁；

在未来科创学部，学生可以在3D打

印教室研究激光打印技术……在创

新研究院里，各学部部长均由学生担

任，所有学生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

爱好报名相应的学部，开展特色科学

实践活动。

黄升昊表示，科学教育不应该是

科学知识的被动灌输，而应该是学生

主动地探索求知。因此，学校希望依

托丰富的课程和创新研究院，充分激

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潜能。

主题式自主探究，培养科探精神
今年年初，“采荷三小教育集团取

消寒假作业”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榜。

这个寒假，学校全面取消传统书

面作业，取而代之的是为学生精心定

制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寒假

生活指南”。根据这份指南，寒假期

间学生以综合学习、拓展见识为主，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参加体育锻炼、进行科学小实验、参

观博物馆、开展旅行研学等。新学期

开学时，每个学生都要分享自己的寒

假见闻和心得。在黄升昊看来，这不

仅为学生和家长减轻了假期的课业

负担，也让学生有了更多时间投入自

己感兴趣的事，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更

扎实的基础。

自己动手制作水火箭模型，实验

测试不同饮料中的含糖量，走进驾驶

舱了解列车运行的奥秘……寒假过

后，学生们欣喜地带着实践成果回到

学校。根据学校的问卷调查，97.27%

的家长和学生对本次学校寒假作业

改革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

事实上，取消寒假书面作业并非

一时兴起，而是有着10多年的课程改

革沉淀。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采荷三小教育集团在10多年前就提

出了精简作业。近年来，学校进一步

以“走读杭州”项目为依托，让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完成非纸笔期末测评。

上学期末，不同于以往仅在低年

级开展测评活动，一场浸入式非纸笔

测评在全校学生中进行——由高年

级学生牵手低年级学生，一同前往博

物馆。其中，六年级带领一年级来到

浙江自然博物院，五年级带领二年级

到达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三、四年

级则共同前往中国刀剪剑博物馆。

学生们在参观、探索博物馆的过程

中，针对自然科学、传统工艺、科技生

活开展主题研究。“我认识了很多没

见过的动植物。”“原来碳是生命的基

础、能源的来源和工业的推动力。”学

生们在任务单上写下自己的探索目

标和最终发现，科学探索的种子随之

萌芽。

“家庭实验室”助力，激发科创好奇心
王慕清是采荷校区二年级学生。

今年年初，他因为发布了一份关于高

铁舒适度的探究报告而走红网络，被

许多网友誉为“高铁少年”。对这个年

仅7岁的男孩来说，发布探究报告的底

气来自长达4年的“高铁研究”。

还在幼儿园小班的时候，王慕清

就经常跟着爷爷奶奶乘坐高铁往返

于杭州和金华。慢慢地，他喜欢上了

高铁，探索高铁奥秘成了他的日常，

家里的一角也变成了他的“高铁探秘

实验室”。实验室里摆满了与高铁相

关的专业书籍。每天放学回家，除了

完成学校布置的阅读任务，王慕清还

要再看半小时左右与高铁相关的图

书和视频，这让他的高铁知识储备远

超很多成年人。

在一次班级特色课上，同学们的

提问引起了王慕清的思考——高铁

动车上，到底哪些位置比较舒服？哪

些车型行驶得更稳定？他想到了用

硬币立币测试和座位舒适度体验来

检测稳定性。买上一张车票，带上一

枚硬币，列车开动后，把硬币立在窗

框上，看看会不会倒下……在接下来

的几个月里，王慕清前后乘坐了25趟

高铁动车，立硬币测试100次，还请教

了动车所的工程师，最终整理出一份

详细的探究报告。

“学校的办学愿景是让每一个

学生摘到梦想中的星星，所以我们鼓

励学生有自己的梦想，也希望家长保

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班主任

蒋慧萍表示，王慕清的“高铁探秘实

验室”是学校“家庭实验室”项目的一

个缩影。早在2014年，学校就开展

了“家庭实验室”项目，倡导将实验室

建到家庭中的理念，鼓励家长为孩子

提供参与科学探究的机会，指导孩

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在家中开

展科学实验，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

的兴趣和科学思维、实践能力。为

此，学校提供了相应的“家庭实验

包”，并且在之江汇教育广场上开设

网络同步课程，以辅助学生在家开

展家庭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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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洪立妍

一支铅笔、几把刻刀、几个鸡蛋，能

捣鼓出什么？在桐乡市濮院桐星学校，

薄如蝉翼的蛋壳经过学生们的精雕细

琢，呈现出精美的图案，堪称艺术品。

近日，学校举行了一场有关蛋雕创作的

展览，《金鸡报晓》《福禄寿喜》《聪明的

一休》……精美的蛋雕作品令观众啧啧

称奇。

桐星学校位于桐乡市濮院镇的最

北端，毗邻乌镇，而乌镇拥有浙北最大

的禽蛋市场。为了充实学生们的校园

生活，劳技课教师郑建红利用禽蛋市场

的资源，以蛋壳为原料进行创作，并开

发建设了蛋雕课程。

2017年，郑建红组织起兴趣小组

开展蛋雕教学。起初，这只是一个小

范围的尝试，渐渐地，蛋雕以其独特的

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2019

年，学校成立了“星梦蛋雕”社团，面向

七、八年级招收成员，蛋雕课程也在同

年申报成为“嘉兴市中小学创新实验

室”项目。

每周二、四，蛋雕课程准时上线。

“鸡蛋中间粗两头略细，要把平面的图

案画到蛋壳上，需要经过二次设计，让

观众从各个角度看图案都不会变形、失

真。”蛋雕融合绘画与雕刻，涉及浮雕、

阴雕、阳雕、镂空等不同的雕刻手法。

课上，郑建红带领学生先用铅笔画出平

面线稿，再根据鸡蛋的形状二次设计，

将图案画到蛋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用

刻刀勾勒线条、刻出深浅……

在学生们用想象的光芒点亮这门

传统技艺的同时，其他教师也开始关注

蛋雕，并从中寻找自己的一席天地。

有时，蛋雕课并不在“蛋雕创新实

验室”展开。学生们走进农贸市场实地

考察，筛选合适的禽蛋。久而久之，大

家便有了经验，“很多农户自家产的土

鸡蛋颜色和蛋壳厚度都不够均匀，雕刻

的时候容易弄碎。我们尝试了很多次，

发现养殖场的鸡蛋颜色、蛋壳厚度都很

均匀，最适合练手”。于是，科学教师带

领学生赴养殖基地实地考察，从蛋的大

小、颜色，壳的厚薄到禽类的养殖，开展

课题研究。学生们还进行了科学实验，

将不同禽类的蛋敲碎后浸在化学试剂

中，通过具体的实验数据量化蛋壳硬

度，从而选出鹅蛋、鸭蛋一类坚硬的蛋

壳进行镂空雕刻。

有时，蛋雕课又是美术课和数学课

的融合。雕刻前要先在蛋壳上画好草

图，但蛋壳是一个不规则球体，如何在

蛋壳上精准定位、绘制雕刻草图是学生

们头疼的任务之一。于是，美术、数学

两科教师齐登场。美术教师通过多媒

体技术展示透视原理，帮助大家将平

面草图转变为球面草图；参照地球仪上

的经纬网，数学教师用立体几何、角度

的知识，教会大家用定位线将蛋壳分出

不同的区域，方便草图的定点定位……

学生们的创造力总是出人意料。熟练

地掌握在蛋壳上画线定位的方法后，有

学生设计出一款简易的定位标线器，用

来给蛋壳球面画经纬网。

自从开始学习蛋雕技艺，在校园

里，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利用课余时

间，一头扎进蛋壳的世界里，努力雕刻

着独一无二的作品。“从选鸡蛋、画定位

线、设计稿纸到雕刻，完成一件作品要

花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

节都有讲究，很有趣。”八年级学生计沂

冉说。

从起初只有寥寥几人的兴趣小组，

到如今发展成为一个深受师生青睐的

社团；从在蛋壳上随心随意地刻画，到

如今依托蛋雕形成跨学科综合实践课

程，副校长李晓风表示，学生们展现出

了令人欣喜的进步——不仅认真传承

蛋雕技艺，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做中学、

学中做，萌发了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意识。

小蛋壳里的大学问
桐乡市濮院桐星学校依托地方产业开发特色课程

义乌市江湾小学：
人人有个“养机场”

本报讯（通讯员 胡晓聪）如何预防沉迷手机，更好

地保护视力？10月10日是世界视力日，义乌市江湾小

学发起了“我家有个‘养机场’”活动。学生们积极响应，

设计制作了一个个“养机场”，并与家人约定电子产品的

使用时间。

校长洪岳介绍，学校在调查中发现，学生和家长沉

迷手机使得许多美好的家庭时光都虚度了，同时，过度

使用电子产品还会对视力造成极大影响。为了改变学

生和家长的“手机控”现象，学校号召全体学生与家长一

起动手，设计制作一个存放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的固

定场所，并将其命名为“养机场”。

学生们开动脑筋，变废为宝，利用废弃纸盒、画笔、

剪刀精心制作“养机场”，并为每个家庭成员的手机、平

板等电子产品设置专属“机位”。同时，每个家庭都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养机场”使用规则。比

如，有学生家庭约定，每晚7：30—8：30将所有电子产品

存放在“养机场”，其间任何人都不得触碰，并规定在此

时间段内进行亲子阅读或体育锻炼，做到“机不在手，快

乐我有”。

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
为孔雀举办乔迁仪式

本报讯（通讯员 周 瑜）10月10日，温州市黄龙第

三小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乔迁仪式。入住新房的不是师

生，而是他们的“团宠”——两只孔雀。

据悉，学校在今年3月启动孵化孔雀科学教育项

目，从校外引入了数枚孔雀蛋，组建起孵化小组，师生

共同参与。从温度调节到日常观察，经过 28天的孵

化，两只孔雀“五一”“十五”相继破壳而出，成为校园

里的新生命。

课余，学生们围绕在孔雀身边，悉心照顾它们的饮食

起居。从最初小心翼翼地喂食，到后来熟练地为孔雀提

供营养食物，随着它们的长大，学生们也学会了科学饲

养、观察记录，并与孔雀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国庆期间，学校在花园里为孔雀置办的新房落成，这

个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宽敞自在的场地将为孔雀提供更

加自由舒适的成长环境。为此，学校特别举办了乔迁仪

式。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根据地方风俗共同为孔雀送

上包心菜、面包虫、苹果、玉米等“乔迁六样礼”。

孵化孔雀，为孔雀置办新房，给孔雀办乔迁仪式……

这不仅是校园生活中的趣事，也是学校将科学教育融入

学生日常生活，增强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的

实践。项目负责人介绍，学校还将积极建设“走廊科创

空间”和“农创中心”，为学生提供更多探索自然和生命

的机会。

日前，遂昌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民族校区举办校园
丰收节，利用校内外劳动基地，引导学生走进田间地头
体验割稻、摘果、晒种等农事。图为开幕式上，学生身穿
上世纪80年代的服饰，展示祖辈从事插秧、割稻、打谷等
农事活动的状态。

（本报通讯员 范利芳 摄）

近日，桐庐县迎春小学组织开展
“红领巾爱祖国，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活动，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5周
年。图为教师在教新队员敬队礼。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摄）

你好，新队员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中心小学：
石塑黏土玩出新花样

本报讯（通讯员 司徒娇 张玲楠）10月10日，宁

波市奉化区裘村镇中心小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石塑艺

术作品展吸引了大批学生参观。手作铺子前更是人头

攒动，学生们争相选购石塑黏土社团成员制作的文创产

品，钥匙扣、胸针、冰箱贴等供不应求。

举办此次石塑艺术作品展是学校推进乡村美育的

一次尝试。学校于2022年开设石塑黏土社团课，每周

4课时，围绕造型、设计、应用以及文化内涵展开，激活

了乡村美育课堂，带着乡村学生在美育课堂中玩出新

花样。

“通过课程学习和社团活动，我们开辟了雕塑作品、

文物作品、课程文创3个作品系列。”负责教师乌晓鑫介

绍道。在石塑艺术作品展上，这3类作品均有体现，总计

100多件。雕塑作品展现魅力家园、校园农场等主题，文

物作品涉及彩陶、陶俑和唐三彩，课程文创则涵盖植物

花卉、人物头像等。

除了艺术展和手作铺子活动，现场还有石塑黏土体

验活动，学生们踊跃参与。“学生们对石塑黏土创作的热

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副校长蒋成表示，后续将拓展相

应的课程，举办更多的特色文化活动，通过富有生活情

趣和家乡特色的作品创制，让学生进一步感受艺术来源

于生活，提高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