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基础教育
责任编辑：杨 倩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99

E-mail：jcjyb4@163.com4 2024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编辑部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2.0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本报记者 邵焕荣

二年级学生化身小设计师，利用

生活中常见的纸、塑料、布等材料，设

计并制作了个性化的创意帽子；五年

级学生展开头脑风暴，将书上的计量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制作了水钟、摆

钟、沙漏等各类计时器……近日，海宁

市实验小学举办了“综合融通，探秘生

活‘科学+’”综合化主题学习周活动，

师生全员参与，呈现了一场以跨学科

项目化学习为驱动的科学探索盛宴。

“科学教育不只是上好科学课，还

要引导学生更多地参与科学实践，提

高科学素养，激发创新潜能。”学校党

总支书记徐晓良介绍，近年来，该校以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为抓手，探索面向

全校师生的科学教育新路径。

人人有项目，生生有收获
今年10月，五（4）班学生章沐恩

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虹吸未来，智

慧农场教室版的设计与研究”项目化

学习活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与

团队成员一道，听科学教师讲解虹吸

现象的原理，在数学、美术教师的指导

下绘制智慧农场教室版设计图，然后

在劳动教师的带领下搜集相关材料、

制作实物模型……“这不仅加深了我

对科学、数学等知识的理解，提升了动

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还切实增强

了抗挫能力。”章沐恩兴奋地告诉记

者，目前该团队的智慧农场模型已在

教室里顺利运行了近1个月，“我们很

有成就感”。

这样的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对海

宁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来说早已是校

园日常。“项目驱动、跨学科、面向全

员，这是我校科学教育的三大特点。”

徐晓良直言，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关键是开发覆盖全校、分层次的项目

化学习资源。为此，2021年，学校专

门成立了项目中心，主抓科学教育、项

目化学习等工作。

依托这一平台，学校成立项目化

学习科研小组，负责规划、设计、开发

校级跨学科项目，并以拓展课和课后

服务时间为载体推进项目落地。与此

同时，每年，项目中心还会从校外引入

1~2个科学特色项目，如央馆实验室

项目、中德环境教育项目等，采用专项

教师负责制并组建相应的学生社团开

展项目实践。此外，项目中心还积极

引导科学教师立足课堂，基于教材拓

展内容设计开发课程类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学校共

开发校级精品项目20余项、科学课程

类项目100余项，引入科学特色项目6

项。全校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参加一

次科学类项目化学习，参与率达

100%。“全校学生动起来了，就会在项

目实践过程中发现新问题，从而产生

新的项目灵感，实现‘问题—项目—实

践—新问题’的良性循环。”徐晓良说。

建强科教“梦之队”
为切实提升教师在项目化学习实

践中的教育教学能力，更好地保障此

次综合化主题学习周活动的开展，11

月初，学校举办了一场专题培训及案

例研讨活动，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

30余名骨干教师参加。“通过理论讲

解、案例研讨，我不仅深入了解了项目

化学习的理念、特征与价值，还拓宽了

视野，学到了许多实用性很强的方法

与技巧。”科学教师段鑫雅表示，自己

将把培训所得运用到实际教学中，不

断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探索开发适

合班上学生的科学类项目。

“教师是项目化学习的组织者、引

导者和支持者，打造一支懂项目、会做

项目的科学教育‘梦之队’，是我校落

实全员科学教育的关键。”项目中心主

任董伟国介绍，该中心成立后，就面向

全体教师开设了15课时的项目化学

习培训课程，着重开展基础理论与方

法培训，如项目化学习的基本流程、驱

动性问题设计等，通过案例分析与模

拟演练，帮助教师快速入门。

这之后，中心又进一步选拔骨干，

建立了一支以科学与信息技术为主，

其他学科为辅的“CHAO未来”多学

科教师团队，并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等形式，帮助教师突破学科壁垒，

掌握跨学科项目设计、基于真实情境

的复杂项目开发等进阶能力。在此基

础上，中心又积极鼓励骨干教师结合

自身专长，与其他学科教师共同组建

项目小组，以骨干引领、同伴互助的形

式进行项目实践，并定期通过公开课、

研讨课、成果汇报等形式开展组间交

流，从而不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

养。此外，近年来，学校还大力引进校

外师资，专门聘请具有专业知识和实

践经验的科学副校长和校外科学辅导

员，帮助学校开展科学类项目化学习

活动。

目前，学校已打造了一支由科学

副校长引领、项目中心负责、科学与信

息技术教师为主、其他学科教师为辅、

校外科学辅导员为补充的科学教育师

资队伍。其中，科学、信息技术教师每

年至少指导一个科学类项目，其他学

科教师每年至少参加一个跨学科项

目。“如今，全校教师劲往一处使，跨学

科项目化学习自然也搞得有声有色。”

董伟国说。

校社携手打造“科味”空间
鱼的排泄物可为植物生长提供富

足的营养，经植物净化吸收的水又可

作为养殖水返回，实现“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走进占地200多平

方米的“鱼菜共生”智慧农场，一套集

蔬菜、粮食、药草等植物和鱼类为一体

的生态系统让记者眼前一亮。依托这

一空间，目前，该校学生已经开展了

“将自来水改造成适合鱼类生存的养

殖用水研究”“作物病虫害的健康环保

防治研究”“鲈鱼生长所需pH值的实

验研究”等一系列跨学科项目化学习

活动。

“‘科味’空间不仅可以为学生提

供一个启发性、互动性和多功能的学

习环境，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能满足

不同学科的需求，促进跨学科项目化

学习的开展。”董伟国说，为此，近年

来，学校持续加大硬件投入，大胆进行

空间改造，相继在校内建成了人工智

能实验室、植物组培实验室等6个科

学教育实践空间，并配备相应的设备

和工具，供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实验和

项目化学习。

与此同时，学校积极与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嘉兴科技馆、海宁市科协、

海宁市梨园社区科普馆等多家单位合

作，建立了10余个校外科学实践基

地，在“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

中探索开发了一大批可持续开展的跨

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比如，学校与

梨园社区共建了“梨小园——未来课

堂”这一平台，学生利用平台开展了社

区科普宣传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价值的

研究项目。

此外，为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就近开展小型科学项目或实验，学校

还探索推进了“一班一品”班级实验室

建设。智慧农场教室版就是其中之

一。“我们班以‘如何打造缩小版智慧

农场’为驱动性问题，组织学生开展跨

学科项目化学习，在打造班级实验室

的同时，帮助他们强化知识运用，提升

综合素养，激发科学兴趣，可谓一举两

得。”段鑫雅说。

有项目、有师资、有空间……多年

的办学实践使海宁市实验小学的科学

教育得到了广泛认可。近年来，学校

先后收获了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

水平测试人才培养基地、浙江省科技

体育特色学校等20余项荣誉。今年，

该校还入选了浙江省首批中小学科学

教育实验校。

全员“动”起来 科学“活”起来
海宁市实验小学探索基于项目化学习的科学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
点燃学生科学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 昝 辉）前不久，浙江师范大学婺州

外国语学校的升旗仪式上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87岁高龄的蓝

文涛。在五星红旗下，他深情地向全校师生讲述了科研

工作者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

力，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让“蘑菇云”在东方升

起的故事。老一辈科学家的讲述激励着在场的每一名师

生，大家深刻体会到科技强国背后的艰辛与荣耀。

据了解，这是该校“科学+”活动的日常。“我们深知

科学素养对培养未来国家栋梁的重要性，因此在日常教

学中积极探索和实践科学教育的多元化路径。”校长周

生民表示。

学校不仅通过宣传栏、科学运动会等形式，展示前

沿科技成果，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还经常组

织科技实践作品展、校园科技嘉年华等活动，让学生在

航模制作、飞行模拟、盐水发电、机甲战车等各种充满趣

味的科学实验、科普活动中，践行“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理念，提升科学素养，发展科学思维。一

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全校师生在科学、

信息技术等领域获国家级奖项6人次、省级奖项50余人

次、市级奖项80余人次、区级奖项近百人次。

舟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
有支学生志愿维修队

本报讯（记者 廖钗勤 通讯员 倪瑜瑜）日前，舟

山市普陀区城北小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特殊的劳动课：

四至六年级学生在学习了维修知识后，把校园里松动的

门锁、损坏的柜门修葺一新。

学校总务处主任郑晓平在校园巡查中发现，部分教

室的桌椅、橱柜、门锁等设施设备存在螺丝松动和其他

损坏问题，决定以此为契机开设维修劳动课，教授学生

如何用螺丝刀、扳手等工具进行检查和维修。该课程面

向四至六年级开放，每个班级有2个志愿者名额。在郑

晓平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掌握了基本的检查和维修技

能。而后他们结成检修小分队，分别承包了不同年段设

施设备的检修工作。

“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分工排查和维

修，感到非常自豪。”参与活动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收获

颇丰，不仅学到了实用技能，还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

郑晓平表示，这次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还培养了学生爱护校园设施设备的责任感，未来学

校将继续推广志愿维修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劳

动意识和技能。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游戏场地自己“画”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蔡万顿）下课铃声

响了，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的学生纷纷走出教室，踩

在教学楼前的彩色图标上玩起了跑跳游戏。

为了丰富学生课间生活、最大限度利用学校空间，

2021年，灵溪二小开始用彩色油漆在校内绘制游戏场

地，引导学生有序开展课间锻炼。日前记者走进学校看

到，现场有5块场地，位于不同的教学楼前，游戏包括跳

格子、环形跳、蛇形趣味跑跳和走迷宫4种。

“除了迷宫，其他场地都设计了不止一种玩法。像蛇

形趣味跑跳，学生既可以沿着S弯练速度，也可以踩着跑

道上的小脚丫图案做单双跳，练弹跳力，还可以上难度，

绕着跑道上的彩色斑点跑，练反应能力；至于跳格子，可

以结合丢沙包一起玩。”校长林静介绍，目前学校还在绘

制新的游戏场地，新场地将实现“体育+数学”的学科融

合，以后学生们可以一边锻炼，一边做趣味数学题。

为激发师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近日建德市
大慈岩中心小学开展课桌操评比展示活动。图为课间师生一起跳
课桌操。

（本报通讯员 邓 林 摄）

趣味课桌操
活力满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