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兵：

根植农村儿童教育
本报见习记者 蒋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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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兵，重庆谢家湾学校丰都
幸福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根植农
村科技创新教育 14 年的资深教
育工作者。

丰都县龙河镇中心小学校河面教
学点，是一座坐落于农村的宁静小
学。温兵在这里从事了14年的科学
创新教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兢
兢业业地为农村学校的科技工作贡献
自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一直在乡村工作，我
见到了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知识
的渴望。我想把更多有趣的科学知识
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外面更广
阔的世界。”温兵说。

农村科技创新教育的发展任重而
道远。一方面受应试教育与农村对科
学认识不够深切的影响，无论是学校老
师，还是学生家长，对学生科技教育的
重视程度都不高；另一方面，农村教育
资源本就有限。两相叠加，造成了农村
科学实验相关的配套设施极度匮乏。
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温兵在课上甚
至凑不齐一套完整的科学实验器材。

没有器材，也不能什么都不干，若
是因此关闭了孩子看到更广阔世界的
窗口，那是温兵绝对不愿看见的。温
兵先从教材中简单的实验入手，比如
种子的萌芽实验，让孩子们从家中带
来种子进行科学实验。“毕竟农村最不
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种子。”温兵说。

更加复杂的科学实验，没办法让
孩子们亲手做，温兵便从网络上寻找
实验相关的演示视频，在课堂上放给
孩子们看，务必令孩子对这些实验有
个基本的了解。

有时候，校外的公益组织会为温
兵的科技创新教育工作带来一些意外
的惊喜。一次丰都少年宫到学校搞活
动，给高年级的学生每人准备了一份
制作电动小车的材料，让学生们自己
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到操场比赛谁组

装的电动小车更好、更快。那一天，孩
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格外灿烂。在那
些清苦的教学工作中，孩子们脸上真
挚的笑容是温兵最美好的回忆。

温兵还常常组织学生利用身边的
材料，如农村比较容易找到的铁丝、竹
竿、旧报纸等，搞一些科技小制作。虽
然学生们制作出的作品比较粗糙，但
是却寄托着孩子们珍贵的创意与心
意。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学生本人
还很有成就感，又反过来提升了孩子
们对科学的兴趣。

不知不觉间，学校的科学氛围得
到了提高，温兵教出来的学生多次在
县级、市级的科学小论文比赛中获奖，
如谭梦婷的作品《蚂蚁的启示》在第六
届“今日教育杯”重庆市新课程小学生
科学小论文征评活动中获得了二等
奖，学校的科学课在全县组织的期末
监测中也取得了不错成绩。

近几年学校更是开展了薄弱项目
改造活动，配备了比较完善的科学配
套器材。“我们不仅能够完成科学教材
规定的实验任务，还能做一些学生感
兴趣的小实验，学生越来越喜欢我们
的科学课了。”温兵说。

2022年，温兵调入了新组建的重
庆谢家湾学校丰都幸福小学，开始了他
新的征程。重庆谢家湾学校丰都幸福
小学是为助推教育服务国家乡村振兴
和人才发展战略，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
引领作用，推动丰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由丰都县人民政府和重庆谢家湾学
校着力打造的一所特色优质引领型学
校。温兵将自己多年的科技创新教学
经验融入新的教学活动中，积极为学校
决策层献言献计，推进学校和青少年科
普科技工作的发展，不断加大科普宣传
工作力度，向师生传递科普和科技创新
信息，大力宣传科普科技知识。

虽然和以往相比，温兵所处的学
校不同，对农村科技创新教育起的作
用也有区别，但他始终努力地为孩子
们创造更好的科技学习环境，希望通
过乡村科技普及教育培养更多的人
才，助力乡村振兴。

温兵与学生在一起做小实验。 受访者供图

聚焦聚焦20222022年重庆市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志愿者最美科技志愿者””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2929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主编主编：：刘代荣刘代荣 编辑编辑：：文江南文江南 美编美编：：郑翔郑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qkejibao@sina.comcom

0606

杨兴：

科教路上引路人
本报记者 魏星

杨兴，重庆市渝中区骨干教
师，重庆市罗化瑜名师工作室学
员，渝中区普通高中通用技术中
心组成员，渝中区科技辅导员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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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
强。

重庆市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
育基地教科室副主任杨兴在科技教育
领域已耕耘十余载。

杨兴是一位有思想、有情怀、有担
当的教育工作者，他平时除了教书之
外，主要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在十余年
的教育工作中，他努力勤奋、兢兢业
业，致力成为青少年科技教育路上的

“引路人”，引领青少年走进科学的世
界，为莘莘学子打开通往科学殿堂的
大门。

杨兴2004年参加工作，2008年
便投身到渝中区创新学院的科技辅导
员工作中。在青少年科技创新系列比
赛中，辅导人和街小学、解东三小、解
东一小、望龙门小学、鹅岭小学、东水
门小学、临江路小学、五十中学、复旦
中学、南开中学、巴蜀中学张家花园校
区等学校的中小学生，在小发明、科技
小论文、科技实践活动项目里多次荣
获国家级奖和市区奖。

“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对科学产
生兴趣，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杨兴说，
最能点燃他激情的还是孩子们那双闪
烁着好奇的眼睛。

近年来，杨兴又主动承担起了渝
中区科普志愿者工作。先后为人和街
社区、归元寺社区、曾家岩社区等9个
社区居民进行科普讲座，近1000名社
区居民参加体验，做到了服务社区、资
源共享。同时，杨兴还多次参加“科普
班车进区县”主题科普活动，与学校其
他科普志愿者，为区县的学生、教师、
家长们带去了科普互动体验活动。

身为学校的科创教练，他经常与
学生共同研究小课题、探索小发明、
撰写小论文，还酷爱与学生一同制作
教具，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中
经历创造发明的全过程，形成“做—
学—思—创”融合的鲜明特点。

此外，杨兴多次获得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指导奖、重庆市
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优秀辅导员、优
秀辅导教师、渝中区骨干教师、渝中区
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等。在十
五届、十七届全国普通高中通用技术
工作会议创客项目展示中分别荣获全
国一等奖1个、二等奖1个。

作为一名科技教育工作者，杨兴
用十余年的时间，诠释着“热爱教育、
热爱科技、热爱创新”的初心，他也正
用行动践行着做好青少年科普教育路
上的引路人这份新时代的使命。在今
后的工作中，杨兴表示，他将继续以

“发展童心”为宗旨，打造个性课堂，让
学生在“亲历实践、亲手操作、手脑并
用”中创新出好作品，感受科技的乐趣
和创新的魅力。

在做好科技教育工作的同时，杨
兴还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工作中。

11月19日，在渝中区某酒店大厅
内，摆放着数百台计算机，机位前的每
位工作人员都在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依托大数据支撑，追阳工作在这里实
现了“智能化”精准匹配。杨兴就是众
多工作人员中的一位。

这已经不是杨兴第一次参加防疫
工作，自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三年时
间里，按照渝中区教委疫情防控要求，
他多次主动请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9月至今，他再一次承担起
了上级安排下来的流调工作，协助菜
园坝街道防控办公室已流调5000多
个电话。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人只看到确
诊病例，看到密接、次密接数字，但每
次看似习以为常的流调排查，背后都
是流调人员和病毒进行的“赛跑”。对
于这次疫情，杨兴说：“我希望这是最
后一次参加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杨兴在指导学生学习科技知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