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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采采集集

罗克斌：

科技梦想
在三尺讲台启航

本报记者 李霜

罗克斌，重庆市渝北
区空港实验小学校教师，
渝北区科学骨干教师，渝
北区罗克斌科技工作室主
持人。主持研究市级“小
学生科普实践活动的校本
教材开发”课题，参与重庆
市九年义务教育地方教材

《发现与创新》及创新知识
系列读物《创新》书籍的编
写。获得重庆市优秀科技
辅导员、渝北区“十佳创新
教师”等荣誉4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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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

在青少年心田
播撒科学的种子

本报记者 刘代荣

岁月如白驹过隙，渝北区空港实
验小学校教师罗克斌已在三尺讲台上
耕耘了三十载春秋，科技大树上结了
一串又一串的“果实”。罗老师如今已
不再年轻，但一谈到教育，谈到他的学
生，罗老师就会无比的激动。他说：

“我这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我
的学生在科创路上踏梦而行。”

铅笔启蒙，钢笔成长，粉笔立业，
自1991年毕业以来，罗克斌已经与学
生们相伴在科技创新的路上走过了三
十载春秋，他先后在渝北区两岔完全
小学校、茨竹中心小学校、空港实验小
学校从事教学及科技创新教育工作。

其间，有苦果，更多的是甜蜜；有
荆棘，更多的是桃李。“我毕业后被分
配到了渝北区两岔完全小学校，这是
我的第一个‘舞台’。”刚走上工作岗
位的罗克斌心中有许多的憧憬，立志
在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工作这岗位上
大展宏图。

当罗克斌满怀热情与希望奔赴
工作岗位时，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
棒。“在当时的乡村小学，对于这些孩
子来说，科技是个陌生词，他们只知
道语文、数学，更不要说是开展科技
活动了。”渝北区两岔完全小学校是
一所偏远乡村小学，那儿除了有几间
教室外，什么也没有。对于开展科技
教育工作，初为人师的罗克斌有过束
手无策，但更多的是改变乡村小学科

技教育现状的决心。
“没有教材我就自己写，没有科

技活动器材，我就利用农村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孩子们一起做、一起玩。”
在渝北区两岔完全小学校任教期间，
罗克斌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山区科技
创新教育工作的方法。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是罗
克斌教育教学工作中时常谨记的一
句格言，在每天的工作中他也是这样
做的，不论风雨一如既往地认真对待
工作，关爱并欣赏着他的学生。

对于学生而言，罗克斌既是科创
路上的“引路人”，又是携手前行的

“伙伴”。“我曾经有一名学生，他很喜
欢科技创新，却因为有多动症，静不
下心来。”罗克斌提起这个学生既无
奈又欣慰。

为了让他静心沉思、钻研科技，罗
克斌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的性格特
征，根据他的兴趣安排他参加“双层四
驱轨道车竞速赛”和“航海模型对抗
赛”，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个学生
进入六年级之后，已经能很好地管理
自己了。”罗克斌感慨道，最后这个学
生还获得了2018至2019学年渝北区
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提名奖。

科技具有魔力，而罗克斌就像是
掌握魔力的“魔法师”，让学生被科技
的魅力所吸引。罗克斌及其团队带
领学生广泛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机器人竞赛、科技模型竞赛等科
技活动，指导学生获奖1000多人次，
学生获国家级奖11人次、市级奖450
多人次、区级奖550多人次。

“进入空港实验小学已经15年
了，其间我参加区级、市级、国家级科
技辅导员培训达50多次。”罗克斌介
绍道。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
心人。通过努力，罗克斌成为了渝北
区首批中小学优秀科技教师罗克斌
工作室主持人。

教师是平凡而伟大的，他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着最
无怨无悔的诗篇。罗克斌就是这支
队伍中的一员，用三十年的青春换来
了科创大树上的累累硕果。

近年来，科技教育实践活动在重
庆市第八中学校（以下简称八中）开
展得有声有色，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学生在参加全国和省市举
行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多次多
人获奖，八中也成为我市首个“全国
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西部地区
唯一一所全国“小平科技创新实验
室”创建学校。

八中科技教育取得如此骄人成
绩，与全体科技辅导员的努力分不
开。重庆市骨干教师、八中科技辅导
员刘超就是其中的代表。

自2009年刘超担任八中科技辅导
员以来，他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科普教育
中，与学生们一道在校园大地里播撒希
望的种子，对幼苗精心壅土、浇水、施
肥，让科学的苗子沐浴阳光雨露。

“青少年是一张纯洁的白纸，他
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学校开展青
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不仅能够满足学
生的好奇心，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创造力。”谈及科学教育工作，刘
超很有感悟地说。

刘超介绍，八中科技教育团队吸
纳了信息技术教师、实验员和学科教
师等，其目的是让学生多学科、多方
向、多视野接触科技知识。“我们团
队，每年都要结合学生学习兴趣、爱
好情况，自己编写教材，为学生量身
定制辅导方案。”刘超说。

“在科技教学实践中，我们将学生
分为普及与精英两个层次进行因材施
教。普及层次，重点是落实国家对学
生科学教育的总体要求，对全体学生
开展科普教学；精英层次，主要是针对

一部分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
展一对一的科技辅导。”刘超说。

八中在科技教育中，十分重视发
现学生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科技爱
好，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为此，他们
积极推动科技教学改革创新工作，在
改革课程、改变课堂、提倡实践上下
功夫，全力塑造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新品质、创新行为。

刘超坦言，在科技教育中，并不
是要求学生在学校能发明创造出有
影响的技术来，而是从千差万别的个
体中发现学生的爱好、兴趣或对科学
的小小闪光点。如果逼迫学生去搞
发明创造，既不现实，也是拔苗助
长。科技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兴
趣，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科学的火种，
在未来科技道路上燃烧。

“这次获奖，要特别感谢我的学
校重庆八中，以及指导老师刘超给予
我的辅导，我会更加努力，树立远大
目标，期望未来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八中高 2017 级 25 班的任彦宇说。
2016年，任彦宇参加第16届“明天小
小科学家”获全国二等奖，同时获奖
的还有高2018级 10班的杜凯玥、高
2018级3班的徐赆祎同学。

刘超介绍，“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始于2000年，是目前国内级
别最高、难度最大的青少年科技比赛
项目，旨在选拔和奖励优秀青少年科
技创新人才，为我国创新性科技人才
队伍培养后备力量。他说，“明天小
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是一个锻炼和交
流的平台，在这里通过和不同学科专
家的交流，让青少年对科学研究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刘超指导的学生多人多
次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
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中小学电脑制
作大赛等各级中小学科技竞赛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其中8人获得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11人获得市长
提名奖。刘超所在的团队也多次荣获
先进团队，他本人也多次受到表彰。

“我们现在播撒的科学种子，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发芽、开花、结
果。”刘超充满自信地说。

刘超，中学高级教师，
现任重庆市第八中学科技
辅导员，主持渝北区优秀
科技教师工作室和渝北区
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先后
主研省部级课题 5 项，参
与编写著作 4 部，曾获重
庆市优秀科技辅导员、重
庆市科技教育优秀组织工
作者等荣誉。

人
物
名
片

刘超（左）正在与学生讨论机器人创意作品。 （受访者供图）

罗克斌（右一）与学生一起进行科技游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