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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是孩子的天性，也是
学习创造的原动力。爱因斯坦
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
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此次“天问
杯”学生好问题大赛设有“我来
问”“我来答”双赛道挑战，就是
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科学
探索实践，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观察能力、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
综合能力。

据介绍，“好问题”系列活动
在国内部分区域已试验两年，覆
盖50余万名学生，激发并贡献了
70余万个问题，一场接一场学生
之间的科学大讨论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现在的学生学习压力很
大，都在做老师出的各种各样的
题目，孩子们已经习惯于做题，
但是不会问问题已成为很多孩
子的通病。所以我们就想，如果
能把孩子的好奇心激发出来，让
孩子自己能够发现问题，并且带
着问题主动学习，这对于孩子的
成长、对于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

都是至关重要的。”宝山区教育
局局长张治说，基于这样的考
虑，就想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平
台，让孩子提问，让他们在问题
的背景下不断思考、观察、探索、
实践，从而能够培养一代对于科
学具有真正的执着精神、具有好
奇心、具有原始想象力的科学
家，“这是我们设计‘好问题’大
赛的初衷。”

而之所以命名为“天问杯”，
也有多层含义。“第一，我们希望
孩子们能够天天问问题；第二，
我们希望天下的孩子能够一起
来问问题；第三，希望孩子们问
问题的时候不要有条条框框的
束缚，能够天马行空地问。”张治
说，“天问”一词取自伟大诗人屈
原的名作《天问》，这个作品一共
1560字，涉及了173个问题，这
些问题其实是指引很多科学进
步和对人类社会命运思考的一
个起点，“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学会问问
题，善于问问题。”

激发好奇心，寻找最会提问的你！
上海启动“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大赛

伤心的泪和幸福的泪味道是一样的吗？铺床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鼓包往前走？蚊子飞来飞去为什么不会撞？生活中，很
多孩子都会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面对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不少家长都觉得有些烦。但你知道吗，这些问题的背后，其
实是一颗颗好奇心。昨天下午，由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大赛正式启动，大
赛分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四个学段赛组。在接下来的5个多月中，将开辟“我来问”赛道和“我来答”赛道，包括金
力、刘昌胜、褚君浩等在内的30余名院士大咖将作为科学顾问团成员加持“好问题”大赛。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昨天下午，上海市教委与宝

山区政府共建成立“上海市未来

学习研究与发展中心”，以学习

科学研究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

型为重点，探索未来学校新图

景、未来学习新样态，为全市“未

来学习样态与学习发展”提供方

向性研究。

聚焦学习者的学习，是世界

各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共识。让

孩子们乐学、爱学是教育永恒的

追求。在人类迈进人工智能时

代，加快研究“人是怎么学习的”

及“未来我们该怎么学”，是国际

人才竞争的先手棋。学研中心

将试点探索基础教育从“教研”

为重转变为“教研”“学研”并重

的工作机制，转变“重教轻学”的

传统观念，以学习科学研究为基

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为重点，为

全市“未来学习样态与学习发

展”提供方向性研究。中心依托

市教委专业引领和宝山区政策

支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科

技头部企业等合作，深入开展未

来学习、未来课程、未来学校的

研究、实践与推广，深化推进问

题化学习、学生好问题大赛、心

育大健康、未来学校联盟、区域

教育大脑等项目建设，通过市区

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开展“国际教育

交流”，建设“创新研究、应用推

广、交流合作”为一体、“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集成创新基地，努

力开辟教育研究的新路径，重塑

教育发展新优势。

同济大学物理学教授吴於
人是B站2022年度百大UP主，被
很多粉丝亲切地称为“吴姥姥”，
在“好问题”大赛大咖面对面环
节，上海市民办交华中学学生庞
加椅贝作为粉丝向她提出了问
题：“粉丝们肯定向您提出过各
种问题，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
刻的好问题？”

对此，吴於人坦言，很多粉
丝的问题都让自己感到欣慰，

“很多孩子甚至是年轻人，他们
会在生活中观察、发现问题，这
是非常好的事情。比如，有的
人关门，发现窗户开着还是关
着这个门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还有四岁的小孩看到爸爸铺床
单，就发现为什么有一个鼓包
在前面走；还有的在往水里滴
水的时候，发现有气泡产生。
他们在生活中、游戏时都会发
现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吴於人说，还有很多人经常联

想，看到天上地下特别的事情
就不断联想，这也是很好的现
象，“我觉得‘好问题’大赛可以
让这些问题再孵化、再深刻，从
而得到更多更好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蔡龙昊
同学获得过2018年好问题征集
活动一等奖，他坦言，那次经历
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培养了自
己的一种问题意识，“通俗一点
来说，就是让我知道了在提问时
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蔡龙
昊说，进入高中、大学阶段后，不
可避免要用论文写作开展课题
的研究，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
实践当中，而对于学术研究而
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开展研
究之前，必须要搞清楚到底在研
究什么问题。“好问题征集活动
培养了我的问题意识，更激发了
我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我相
信‘好问题’大赛会激发更多孩
子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举办“好问题”大赛，什么样
的问题才是好问题呢？在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博导姜雪峰看来，什
么样的问题都是好问题，因为提
问题的过程就已经启动了自我主
动学习的启动键。“实际上，在问
问题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不断在
设置你自己去探寻问题、寻找问
题答案的预设，这个过程是极其
珍贵的，它代表着你已经开始架
构走往通向未知领域的桥梁和道
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很
重要，每一个问题都不会像表面
上看得那么幼稚、浅显。”姜雪峰
说，认知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每
一次感觉都像绕回了原点，但其
实每一次的高度都不同，所以每

个孩子的每一个问题都很珍贵，
都是他们走向人生成熟、发展、前
进道路起始点。

“一句话来回答，好问题就
是有意义的问题。”中国科学院
院士、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
院长褚君浩说，有的问题意义很
深刻，有的问题意义一般，怎么
算是有意义的问题呢？一般从
几方面考虑，一是知识性的问
题，这类问题产生是因为知识还
没学到，知识类问题可以启发孩
子去学习；二是探索性的问题，
比如蚊子为什么飞来飞去不会
撞，就是探索性的问题；三是应
用导向的问题，就是把事情做得
更好、让功能更强的问题。

为什么要办“好问题”大赛？
激发学生好奇心与科学探索实践

什么问题是“好问题”？
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好问题

会提问，有多重要？
能培养问题意识激发创造力

“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大赛正式启动。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摄

学研中心成立
助力解决难题

好奇心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学习创造的原动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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