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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插上科学腾飞的翅膀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摄影 本报记者 刘欣

前不久，市教委等十五
部门联合制定《天津市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
的若干举措》。随后，市教委
会同相关部门召开天津市中
小学科学教育工作部署会，
部署加强我市中小学科学教
育重点任务。
科学教育为什么会如此

受到重视？我市中小学开展
科学教育的现状如何？今后
又会有哪些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强调要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
列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人才，既需要有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家、技艺精
湛的技能大师，更要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爱科学、懂科学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前布局，从基础教育开始，从小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

子，引导孩子树立当科学家的梦想，自觉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
养。”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经过各级各部门、各学校的不懈努力，我市中小

学科学教育积累了一些基础，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小学科
学教育涉及面广、系统性强、挑战性大，我市科学教育现有的覆盖面和广度、深度都还
有限，离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期待还有差距。”

科学教育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基础，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全力探索，大
力推进科学教育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教育特色学校。连日来，记者对其中的部
分学校进行了走访。

在北辰区华辰学校教学楼4层，有这样一处“生态时空”，它有着
天津地区的星图，有着动物在时空隧道上的演化，也有着神奇的海底
世界——这里就是华辰师生特别喜欢的校园“生态园”。

日前，记者走进这座240平方米的“生态园”。首先展示的
是宇宙的起源与八大行星，现场用多媒体模拟制作出宇宙起源
的情景及宇宙空间，展示出八大行星的位置以及相关景象。在
这里，学生可以了解浩瀚宇宙的自然演变过程，认识与地球相
邻的星球，还可以看到在6米直径的拱形结构中绘画出的天津
地区星图。“同学们看，这是牛郎星、这是织女星、这是天津
四……”随着讲解老师手里按下的星空按钮，学生们抬起头来，
欣赏着一颗颗美丽的星星。

随后，记者进入“时空隧道”，在这里，科技小组的学生正在
学习从低等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等的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这一
设计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丰富的标本结合声、光、电等现

代化设备呈现出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系统演化进程。从古生物
到现代生物，从低等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等的脊椎动物，从植物到
动物，从海洋到天空，从森林到草原，再到陆地等，立体展示出生
物的繁茂景象。”校长刘宝珍说。

在华辰学校，让学生可以沉浸式体验科学教育的场所不止这一
处。从“生态园”步行至教学楼3层，设立在楼道中的小小科学角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这里展示了无皮鼓、穿墙而过、鱼洗等一系列孩
子们喜欢看，也愿意动手的科学实验。下课铃声响起后，10多个孩
子快步走进科学角。有人用双手使劲摩擦水盆边的两耳，看到盆中
水柱喷起的一刻，兴奋地唱起歌来；有人在无皮鼓上方模拟敲鼓的
动作，随即就听到了不同的鼓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大家才意
犹未尽地回到班里。“无论是建设‘生态园’，还是在教学楼中设置科
学角，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可以时时刻刻感受科学的魅力，提
升大家的科学兴趣和科学素养。”刘宝珍说。

2023年10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举办2023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的先进事迹。我
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学生李云铮入选。虽然还是一名小学生，
他却是个热爱发明创造的科技“小达人”。他荣获国家及我市多
个奖项，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他特别喜欢学校的科学课。

2017年，岳阳道小学因地制宜，在楼顶建起388平方米、天
津市主城区中小学首个物联网种植基地，并开设物联网种植校
本课程，将前沿科技与劳动技能相融合，引领学生感受信息化发
展为社会带来的进步与便捷。

伴随“物联网种植”课程实践经验的不断积蓄，学校进一步
探索将学习与现实生活、真实问题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探究技术
表象的背后，接触到技术的本源，学会技术、应用技术、创造技

术，逐步构建形成螺旋上升的“物联网”校本课程体系。校长褚新
红告诉记者，学校增设了“物联网技术”“桌面智慧农场”等深受学生
喜爱的课程；同时，在教学楼各楼层建设“小园丁”种植、鱼菜共生、
潮汐式苗床等物联网设备组，并在区科协的大力支持下，建造“物
联网创客中心”教室，打造“岳小物联泛在空间”，让校园每一处空间
都成为学习实践的资源。

现如今，在岳阳道小学，拥有“物联网”知识是孩子们必备技
能，课程也促进了他们形成科创思维。“呼吸灯”“冬季暖棚的运
作与原理”“先进农业机械设施”“自制简易播种小车”“集体劳动
制作种植墙”“奇思妙想的捕虫装置”“简易滴灌装置”等，在一位
位小小未来工程师、设计师手中诞生，彰显了孩子们无穷的科技
创新潜能。
“为助推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还开设了3D打印、小小鲁班、

C++编程等近20门信息科技类素拓课程。”褚新红介绍说，科学教
育的多维时空点燃了学生科技兴趣的火种，在课程中收获实践动
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表达表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智慧和创
新伴随他们成长。

在河西区平山道小学，学校建立了三级课程体系，逐级落实创
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计划，协同所有学科挖掘教学中的创新
元素，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精神与实践能力。“比如美术课上，学生可
以通过绘制科学幻想画激发创新意识；数学课则训练学生严谨的
思维和科学态度；劳动课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学生在动脑、动手的过程中提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校长韩洪涛还介绍，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还根据学生个性化
发展的需求设立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选修课程，如：创新小发
明、创意设计、自然知识挑战、无人机编程……

创办于1981年的北辰区集贤里小学，是区内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指定学校。学校现有15个教学班，学生583人。“我们
希望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从小感受科技，增长见识，用科技
改变学习、改变生活，用科技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校长陈
建禹说。

经过多年发展，集贤里小学已经成为我市第一所“全国科技
体育试点校”、第一个“外来务工子女少年科学院”，科学教育在
这里扎根、结果，开出一朵朵鲜艳的花。一路走来，陈建禹感受
最深的就是，学校的科学教育离不开专业师资的引领。

走进集贤里小学，到处可以感受到科学教育的活力。教学
楼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张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的照片，除了7间专
业科学教室，楼道中还设有供学生可随时参与的科学体验中心、
科普教育专题长廊……这些都在展示着过去20年中，这所小学

科学教育的累累硕果。在这里，说到科学教育，就不得不提从教
27年的王悦老师。

王悦在20年前成为兼职科技辅导员。她自学了大量科技
知识，在不断坚持和摸索下，她带着学生在各种科技类大赛中争
金夺银。值得一提的是，王悦带领学校科技辅导员编写了1年
级至6年级《集贤里小学科普教育系列丛书》校本课程，使该校
的科普校本课程纳入教学体系，每个年级每周一课时。

李桂来是集贤里小学专职科技辅导员兼机器人课程教练
员。李桂来以机器人制作为支点，带着学生们创下了一个又一个
骄人的成绩。谈到自己转型成功的秘诀，李桂来笑着说：“哪有什
么秘诀，凡事最怕用心，只要你足够用心，就没有什么困难。”

在他们的带领下，目前，集贤里小学已经建设了一支高素质
的科技教师队伍。

近年来，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受到了资源匮乏、师资不足
等因素的制约。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蓟州区教育局不断拓宽
渠道，引入校外优质科学类教育资源进校园，也为全市提供了
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蓟州区大胆创新，拓宽渠道，将校外优质科学类教育资源与校
内资源形成有益补充，其中包括引入优质科学类校外培训机构。
“为确保引入的机构资质合法且信誉实力优秀，我们加强顶层设
计，制定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校园参与课后服务遴选办法，
实行双遴选机制，由校外培训监管科审查机构资质、师资、培训项
目，合格后列入‘白名单’，再由学校根据自身需求与机构进行双向
选择。”蓟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花宜春介绍，截至目前，全区
共遴选出符合准入条件的科学类校外培训机构4家，供学校选择，
充实了学校的科学教育资源，满足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的需要。

同时，蓟州区积极争取社会专业人士的支持，动员组织科技

工作者、高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服
务力量，为中小学生提供科普类课后服务。如公乐小学邀请中科
院地理所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为学校师生带来科普讲座，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第一小学利用家长资源，邀请
家长志愿者为学生们带来《太空之旅》航天知识科普讲座，激发了
学生的探究欲望。引入校外优质科学类教育资源进校园丰富了校
内科学教育类资源，进一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在激发学
生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上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给学生科普实践提供有利的资源和空间，和平区昆明
路小学自2017年就与天津自然博物馆签订了共建协议，借助
“馆校结合”协同育人，实施“请进来+走出去”双向策略，打破时
间与空间界限，走出科普思政新思路。

该校师生多次走进自然博物馆参观及学习课外知识，周
末、假期及时推出亲子参观、志愿讲解等活动。学校充分利用

植树节、生态环境日、环球自然日等主题日，邀请自然博物馆
讲解员走进学校，开展亲子课堂、学生社团、心悦讲堂、实践课
堂等多种形式博物馆课程，举办科学家精神展，利用素质拓展
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共享自然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多学
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新冠疫情期间，学校与天津自然博
物馆共同携手，及时向学生推送自然公益微课堂“大地之石”
“昆虫总动员”“陆地上的巨无霸——大象”“探秘恐龙世界”
“种子旅行记”“水母的秘密档案”等微课，深受师生喜爱。

“多年来，形式多样、资源丰富的博物馆课程，有效地拓展了
中小学的学习领域，每一个学生从课堂走到课外，从课本知识到
亲身实践，从校园到博物馆，打破了学习空间和时间的界限，从
而使学生改变学习方式，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探究，从孤军奋战到
小组协作学习，每一个学生都真实地参与在学习中，走到哪里便
学到哪里。”校长李素颖说。

一套自主开发的教学体系

一支高素质的科技教师队伍

一套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中小学科学教育
未来怎么做？

北辰区华辰学校，小科技爱好者们正在交流经验。

滨海科技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剧本式

活动，吸引青少年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了

解相关科学原理。

▲来自我市各区的10余名
科普小使者参加“科学少年——

探秘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

基地”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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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前不久，市教委会同相关部门召开天
津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部署会，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科学教育涉及面
广、系统性强、挑战性大，我市中小学科学
教育工作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在师资、经
费和教学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些
学校科学课程重视不够的现象，部分学校
实验室和实验器材利用率不高。比如，我
市长期以来形成了海量科学教育资源，但
中小学校与科技馆、博物馆等各类科普基
地的对接还不顺畅，受激励政策和融入渠
道等因素影响，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的参
与热情仍显不足。再如，在科学教育保障
方面还有薄弱环节，科学教师质量还需持
续提升。师资储备仍需持续加强，师范院
校科学教育专业的招生仍需加大力度，科
学教师培训研修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经
费保障不足，日常组织科普活动、开展教师
培训研修、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还需
继续加强。

针对这种状况，我市将着力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从改进学校教学
与服务、用好社会大课堂、做好相关改革衔
接三个方面不断发力，一体化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高质量发展。

强化课程建设。推动开足开齐开好科
学课程，注重年级学段纵向衔接、相关学科
横向贯通、理论实操有机结合，把科学教育
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落到实处。

强化教学改革。倡导探究式、项目化、
跨学科教学方式，有效避免将科学教育等
同于科普教育的简单做法，坚决扭转科学
教育同质化、扁平化、单一化倾向。在教育
评价改革、中考高考改革中充分考虑培育
学生科学素养、动手能力的成效。

强化师资建设。加强在岗培训，实现
五年内科学教师培训全覆盖、科学教育意
识和能力双提升，培养造就一批科学教育
名师。

合理运用校外资源。积极推动科学教
育场馆、基地、营地、园区、生产线等进一步
开放资源，鼓励和支持参与校内科学教育
课程建设。一体化构建课后服务课程，广
泛开展科普讲座、科技创作、观测研究等活
动，鼓励和支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
课后服务，遴选符合条件的科技类校外培
训机构为科学教育课程提供思路、内容和
人力资源。

逐步完善保障措施。加大科学教育经
费投入，探索拓宽渠道、整合社会力量、募
集资金资源。在岗位聘任、职务（职称）晋
升、评先评优等方面重点向科学教师倾
斜。重点解决涉农区中小学校科学教师配
置和培训问题，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保
障乡村教师合理待遇，增强乡村教师职业
吸引力。

北辰区集贤里小学成为我市第一所“全国科技体育试点校”。

一座建在校园中的“生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