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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机器人、3D 打印……如
今，走进中小学校园，以社团活动为
主要形式的科创教育开展得“红红
火火”。

作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启迪学
生创新思维和培养实践能力的新教育
概念，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开展的科
创教育，被视为促进我国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萌芽工程。

不过在一片“繁花似锦”下，不少
专家表示，当前在中小学仍存在将科
创教育简单等同于高新技术教育、注
重作品成果忽视学习过程等误区，亟
待厘清。

科创教育不等于高新技术教育

“对有些中小学的科创活动，我把
它称作‘早期的职业教育’，是技能型、
可操作的，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促进学
生思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
胜泉说，自己曾在某中学参观航空航
天科创项目，“学校买来了一堆火箭模
型，学生拿着点火器点着火箭，然后围
成一团笑着看火箭升空”。

这种看似“热闹”的科创活动，其
实是将科创教育看得太“浅”了。

“科创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学会
用证据思考，自觉使用科学思辨的方
法，而不仅仅是掌握某种操作。”余胜
泉说，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引入数学、
物理等学科知识，让学生体验知识应
用的过程后，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科
创教育活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
验室副主任曹培杰表示，在中小学科
创活动中，不管是搭建桥梁模型，还是
组装智能机器人或操控无人机飞行，

都应该有知识原理的深度渗透，“否则
容易把科创教育变成浅层次的技能培
训”。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创教育要
从结果导向走向过程导向”。

“相对作品是否精美、技术是否
‘高大上’，学习是否真的发生更加值
得关注。”曹培杰说。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教授钟柏昌介绍，作为STEM（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一种中国化表
达，科创教育具有跨学科学习、项目式
学习、关注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培养
等典型特征。

“科创教育的本质不在于是否使
用了前沿科技，而在于是否彰显了上
述特征。科创教育可以将新技术作为
教育背景、教育载体或教育内容，但这
不是必要条件，不可以本末倒置地盲
目‘追新’。”钟柏昌说。

科创教育与学科教育并行不悖

有些学校开展科创教育，不仅能
让孩子“玩”得开心，学业成绩也不落
后。但有的学校科创教育搞得越“热
闹”，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压力就越
大。同样是做科创教育，为什么会同
道殊途？

在专家看来，带来这一差异的关
键是，学校科创教育是否做到了与学
科教学、国家课程标准的紧密结合。

“每门学科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创教育
资源，不是只有在信息技术课、科学课
或综合实践活动课上才能开展科创教
育。发现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鼓励
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去解决真实问
题，这是中小学做好科创教育的关
键。”曹培杰说。

余胜泉坦言，中小学要“真做”科

创教育，把科创作为课程有机组成的
一部分，而不是用来展示的“面子”工
程。“学校的科创教育，应该是在结合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将适宜
的内容进行主题化、问题化、项目化，
让学生在项目中，既对知识达成深刻
理解，又能通过表达、交流、自主学习、
协作、问题解决等，促进关键能力和核
心素养的发展。”

“如果学校不对照新课程标准，不
结合自身的办学特点，只是一窝蜂地
去搞机器人竞赛、编程比赛，甚至超前
学习看似更‘高大上’的知识，势必会
占用师生的时间精力，却不能取得好
的效果。”余胜泉表示，基础教育有着
为人的一生奠基的作用，“基础知识必
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实。”

仔细调研过不少学校后，钟柏昌
发现一些科创教育开展成效不错的学
校，大都将科创教育作为普惠教育，追
求让每名学生参与和受益，“科创教育
不是一种重复学习，更不是一种过度
教育和过度学习，而是一种促进学科
教育的深度学习，与学科教育是并行
不悖的。”

引导学生发现“真问题”
开展“真探究”

开展科创教育，需要一定的科创
实验室、科技场馆等的环境支持。可
是，动辄上万乃至百万元的设备购买、
空间创建费用，让不少学校犯怵。发
达地区、有条件的学校才能做科创教
育吗？

“既然中小学科创教育并非高科
技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建设高配置、
高性能的科创空间是不必要的。”钟柏
昌表示，对传统教室、实验室和机房进

行升级改造，或者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地开展科创教育都是欠发达地区学校
开展科创教育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开源硬件的发展也为科
创教育提供了普惠性的技术基础，学
校用不多的投入就可以搭建出适合大
班教学的科创教育环境。专家表示，
正因如此不是有条件的学校才能做科
创教育，也不是科学教师、信息技术教
师才应承担起科创教育的职责。

“对学生好奇心的激发和保护，对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是每名教
师的事。”余胜泉表示，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推动科创教育与学科教学紧密结
合，形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合力。

而实现这一点，教师们依然存在
能力短板，如跨学科课程设计能力不
足、组织项目式学习仍有难度。“教师
要不断提高科创素养，引导学生发现

‘真问题’、开展‘真探究’、得出‘真结
论’。”曹培杰说。

“要提升教师的专业力，中小学尤
其要和对科创教育、创新教育有研究
的高校开展合作，使一些最新的教学
思想、工具和方法能融入日常教学。”
余胜泉建议。

本报讯（记者 沈静）“啊，菠萝在
吃你？”“我们的小牙齿。”“喝茶有好
处，你喝对了吗？”……这些科普知识
或许你知道现象，但不知其原理，来听
听科普爱好者的讲解，或许能让你了
解得更加全面和透彻。

4月8日至9日，由渝中区科技局、
渝中区委宣传部、渝中区教委、渝中区
科协联合主办，渝中区青少年科技辅
导员协会承办的渝中区第四届科普讲
解大赛决赛在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
教育基地举行。来自全区多所中小
学、企事业单位的100位科普爱好者齐
聚一堂，在这里上演了一场科普讲解
大比拼。

据了解，决赛分青少年组和成年
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分别来自重庆
市人民小学、渝中区石油路小学、渝中
区人和街小学、重庆大同实验学校、渝
中区鹅岭小学、渝中区东水门小学、重
庆市求精中学、重庆三峡博物馆、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市急救医
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等学校和科普基地、企业、科研院所。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疫苗、健康、
垃圾分类、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等内容
展开生动讲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
声。来自渝中区鼓楼人和街小学的孙
清灏带来了“乳糖不耐受”演讲，她告

诉记者：“很高兴参加这次演讲比赛，
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的人了
解乳糖相关知识，为科普事业贡献一
份自己的力量。”

据渝中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决赛要求讲解
使用普通话，内容为自然科学类或技
术知识类的相关科普知识。目的在于

进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养优秀
科普讲解队伍，为重庆市和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推荐优秀人才。

选手们通过此次比赛，用自己的
讲解向大家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为科
普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比赛将综合评
选出优秀选手，代表渝中区参加本月
举行的市级比赛。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胡浩）近
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强新时代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教育部、
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
岗教师84330名。

通知明确，2021年，中央“特岗计
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

“三区三州”、原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倾斜；重点为
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师，进一步加强
思想政治、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
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通知提出，边远艰苦贫困地区和
急需紧缺专业的特岗教师招聘，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
设开考比例，采取面试、直接考察的方
式公开招聘，划定成绩合格线。对于
特别边远艰苦、教师流失较严重的地
区可向本地生源倾斜。要切实做好特
岗教师待遇保障，确保特岗教师工资
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保证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
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
岗位。

今年全国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8万余名

渝中区举行第四届科普讲解大赛

中小学科创教育谨防理解误区
■ 梁 丹

来自渝中区大同实验学校的李妍熹正在讲解新型冠状病毒的科普知识。（杨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