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13日，北碚区朝阳小学第33届科技节开幕暨“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启动仪式举行

今年9月9日至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创新人才，以创新驱动发展，其起点在中小学的科学教育。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校（以下简称“朝阳小学”）积淀百余年深厚的文化底蕴，牢记“良师

兴国，学子振邦”的办学宗旨，以家国情怀为价值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亮“创造教育、创新学校”，先后培养了5名院士、百名科学家、上万名科技工作

者，为国家输送了一代代兴国安邦的创新型人才，打造了一所小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样本。

新时代新征程，朝阳小学借助入选“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之机，充分发挥国家实验校之责，担当起培养国家所需的创新人才的责任，通过传承

一种文化，培育一种精神，撬动一个支点，营造三个空间，努力擦亮“创造教育、创新学校”学校品牌，不仅让科学教育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而且以坚实的朝小实践

夯实后备人才“基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北碚区朝阳小学

闪耀科学教育之光 铸就百年名校辉煌

传承一种文化
家国教育之线串起科学教育明珠

朝阳小学，这所有着158年办
学历史的百年名校，始终秉承“良师
兴国，学子振邦”的办学理念，深耕

“家国教育”，将“家国教育文化”作
为学校发展的主轴线，“科学教育”
作为“主轴线上”的一颗闪亮的明
珠，快速发展并不断迭代。

科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文
化。朝阳小学将学校文化融入科学
教育中，聚焦“人”的发展，践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厚植家国情、砥
砺强国志、力践报国行，培养具有教
育家精神的创新型优秀公民。

传承百年文化传统，厚植浓浓
家国情怀，朝阳小学以培养科技拔
尖人才为宗旨，追梦教育强国之
路。在传承创新中，整体规划科学
教育课程。在家国文化引领下，以

“家国教育课程”为重心，实施文化
育人、课程育人，落实“家国情、担当
力”课程目标，强力推进科学教育，
开启科学教育新研究，力图让科学
之光照亮求真创新之路，以深化科
学教育改革创新作答“科学加法”。

培育一种精神
“身边的榜样”点燃学生科学之光

科学教育是育人与育才相结合
的教育。科学教育不是让每一个学
生成为科学家，但所有学生都必须
具有科学家精神。朝阳小学将科学
与人文相结合，科学教育更增添了
温度。

学校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系
列活动课，学生提前约课，通过“科
学大讲堂、在科学家身边成长、与科
学家一同研究”等多种活动课程，培
植科学教育良田沃土，构筑少年科
学家成长乐园。

丰富的院士校友资源，不仅是
百年朝小的荣耀，更是朝小孩童的

“明灯”，在学校举办弘扬科学家精
神系列讲座、对话活动中。校友中
国科学院航天科学专家李惕碚院
士、世界著名动物脊柱研究专家张
弥嫚院士回到学校，讲述成长故事、
科研趣事，分享自己钟情科技事业、
执着追梦圆梦的历程……一个个震
撼人心的科学家故事，一次次推心
置腹的畅谈寄语，将热爱科学的种
子埋进学子们心中，也让老一辈科
学家的精神穿越时空，赋予当代青
少年力量。

为了让学生追星科学家、成为
“小院士”，学校聘请科学家、院士进

校园做科学教育顾问，让学生零距
离与科学家们接触，在科学探究的
同一个学习空间里，感受科学家的
精神与品质，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
式。

以身边的榜样力量点燃学生科
学之光，以楷模的大家风范激励奋
进之路。朝阳小学鼓励师生通过主
动讲、亲身演等方式，讲好科学家故
事和中国科学发展故事。“科学家故
事”午间故事讲演成为师生的大舞
台，德育处先行培训、统一安排，师
生化身“科学故事主播”轮流讲故
事，励志激昂的动情讲述激荡整个
校园，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更多学生
不断厚植爱国情、激励强国志和报
国行。当学生怀抱着这份历史使命
感投身到科技学习中去，内生动力
无疑持久而有力。

撬动一个支点
学科融合打造全学科科学教育新模式

“科学教育不是科学知识的简

单传授，不仅仅要重视教育手段和
教学方法的科学化，更要重视科学
素养的养成教育，注重科学思维方
式的习得。”朝阳小学党支部书记赵
铭表示。

大气压强的力量为什么那么
大？里面有什么科学秘密？简单的
筷子，居然也可以搭建出坚固的桥
梁！课堂中孩子们提出的一个个问
题，是向科学世界发出的探寻，是好
奇心、思维力被激活的课堂闪光点。

科学教育，不仅仅是科学一门
课的事，而是全学科共同参与的教
学改革，为了让所有学科课堂都具
有科学思维的星光，学校注重分科
与融合相结合，赋予科学教育深
度。以“课堂教学”为支点，以科学
课为核心，撬动全学科课堂教学变
革。创新出全学科科学教育课堂教
学模式，真正实现“为创新、创造而
学”。

各学科组教师围绕分科研究，
聚焦“思维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科学
探究式学习”开展课题研究，根据各

学科不同的特点和核心素养，探究
学科教学中的科学教育新路径。

改变在一节节课堂发生：语文
课上，利用思辨性课程群探索“思维
导图学语文”“辩论性教学”等教学
法。数学课上，探究数学课如何发
展数学思维，培育科学精神，利用数
学文化课、数学家故事等培育人文
精神。通过数学游戏训练学生科学
素养，“数学华容道”“魔方”等游戏
培养学生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
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等。体育课上
教师们树立科学体育观，培养学生
科学运动的知识与素养，引导学生
执着的探究精神。科学课上，实施
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合作探究学
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

打破固有的分科而教的教学理
念，增进学科间的彼此渗透，学校深
化学科融合研究，探索“跨学科项目
化学习”，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实
践与探究力。

融合碰撞出创新火花。数学与
科学融合的《包装中的学问》，通过
数学计算，探究包装纸的巧妙使用，
培养思维力的同时培养节约好习
惯。科学课《声音》与音乐、语文融
合，探究声音的来源、声音产生的原
因。通过制作乐器探究声音的大
小、强弱中声音的美妙，并用语言描
述。

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小学倡导
创造性学习，以创意教学为切入点
变革教学方式，探索了多项创意教
学法，小导师导学，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人；教育戏剧教学法，让科学现
象在生动的对话和表演中再现……
由兴趣牵引的学习效果自然事半功
倍，科学创新的种子悄然间在一颗
颗朝小学子心灵萌芽，茁壮成长。

营造三个空间
“教联体”让学生开门看世界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
《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
案》，强调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
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
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要推动各
地全面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
体”。

国家有所呼，学校有所应，朝小
显担当。

学校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协同
“校—家—社”三空间，组建“教联
体”育人网络，开展了学域的重构探
索：破教室固定化，立空间育人新概
念，形成育人与育才双螺旋“三空

间”的科学教育“开门课程”体系。
校内，打造“科学微站馆”课

程。学校聘请退休的院士、科学家
当顾问，联动市内科研机构，建设校
园科学微站馆，研发校内场馆课程，
推动一门课程转向“完整生活”，一
本教材转向“整个社会”。

学校与国家电网合作，兴建了
太阳能光伏电站。在校园安装上百
块太阳能电板，所发电能并入国家
电网，实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能
源向经济的转变。据此开发光伏电
站新能源课程，学生了解光伏发电
原理，学习有关太阳能的科学知识，
记录和分析相关数据，感受新能源
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影响。与
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合作，开
设“红领巾气象站”实践课程，形成
了融实验和学习为一体的校内气象
站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学科
体验，培养了实践能力和分析能力，
2015年中国气象局授予学校“全国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称号。与西
南大学蚕学宫的蚕学专家合作，设
立了“蚕学馆”，实施了“蚕学”系列
课程；与北碚中医院、重庆市中医药
研究院协同，建起了“中草药微场
馆”，开展中医文化进校园活动课
程。科研团队带领孩子们探究科学
种植中草药的方法、认识中草药、辨
别中草药的药效。

家庭里，开展有益有趣科学课
程。学校变革家庭学习场域，调动
家长内驱力，用“家庭科学空间”打
造“家门口”科学教育阵地，推动科
学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为了让家长有参与家庭科学教
育的能力与意识，学校精心组织全
员培训。为了提升家长的参与度和
参与质量，学校设置有趣味有意义
的活动，组织班级家庭科学阅读亲
子分享活动，开展系列家庭科学实
验、假期亲子同伴共同完成的科学
小实验。“酷暑与生物”“从古代四大
发明看现代科技发展”“中国年的年
文化探究”等假期跨学科项目化家
庭作业，让孩子脱离机械的题海训
练，享受探索之趣，学习之乐。家庭
创意劳动课程，如创意收纳衣柜、创
意设计家庭阳台或墙面、创意烹饪
等，无不让科学浸润家庭，让每个家
庭成员都有科学生活的意识和能
力。

校外，定制研学旅行课程。学
校充分利用市内各个场馆资源，制
定了场馆联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
馆校师资共用、课程共研。

学校变革育人方式，着力探究

跨学科项目化研学旅行课程，与场
馆、社区共同开发了多彩研学旅行
课程。走进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研
大自然之奇，探自然生物之趣；走进
新能源工厂，研新能源之旅，探新能
源汽车之创；走进北碚金刚碑、偏岩
古镇，研古建筑之美，探古镇文化之
源；走进重庆主城，研桥都之特，探
路桥之妙；走进重庆湿地公园，“研
湿地园区之谐，探生态环境之
秘”……每个活动中，学生带着问题
和探究项目走进场馆、基地，在参
观、听介绍、观察、访问、查阅资料等
多种途径解决问题，形成新认知、新
的知识体系。近距离感受了技术的
进步以及科技进步给生活带来的巨
大变化，培育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
社会责任感，培养跨学科综合素
养。有效落实了“家国情、担当力”
课程目标。

从一个场馆到一个社区，再延
伸到海外，朝阳小学联动国际教育
链，定制校外旅行课程，推动一所百
年名校走向世界舞台，先后与韩国、
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中小学
开展科普交流活动，孩子们走进新
加坡醒南小学开展两校文化建设交
流，走进韩国国家科学博物馆观看
大型现场科学实验，走进马来西亚
国油科学馆观看STEM科普视频，
在日本亲身体验垃圾分类活动，到
英国开展“走遍英国青少年国际教
育游学”活动……国际科学盛宴让
朝小学子在增强文化自信同时激发
了创新活力。

纷呈的馆校社多向联动的科普
活动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
工程师一样创造”，广阔而多元的学
习场域让学生学得轻松，思维更加
活跃，创想层出不穷。

不难发现，“科学育人三空间”
早已成为学生科普教育、科学探究
的时间空间。朝阳小学围绕学生在
校内外学习生活的时间轴和空间
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条件保障，
凝聚起了“人人、事事、时时、处处”
育人合力。校、家、社三力齐发，开
发与实施了学校科学教育校本特色
课程，走好了新时代科学教育创新
之路。

时光镌刻不凡，奋斗书写奇
迹。前行道路上，朝阳小学正不断
扩充科学教育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让热爱科学、乐于创新成为的自觉
行动，为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
国贡献朝小力量。

周珣 胡忠英
图片由北碚区朝阳小学提供

科技教育成果显著
科学道路星光闪耀

•学校先后被确立为中国教育学会创新型学校、中国青少年太阳
能研究基地、中国教育学会与知识产权局的创新型学校、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等，获得
170余项荣誉称号。

•历届学生在各级各类小发明、航模、无线电测向、编程、科技创新
大赛等竞赛中成绩斐然，获奖达3260人次。

•获亚洲机器人大赛银奖、宋庆龄发明奖金奖、全国小科学家竞赛
金银铜奖共计370余项。

•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区长奖25人次。

•与全国各地的学校交流、讲座1600余场。每年有几十个采访
团来学校交流分享。

李惕碚院士和朝阳学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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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展示科学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