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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解决现实问题
大赛自 2023 年 9 月启动以

来，开设创造发明、自然生态、智
慧城市、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
能源车、其他类别等7大主题，全
市各区中小学积极响应，共收到
来自16个区800余所中小学申
报的4300余个项目，相对去年课
题申报数量增长了35%。

在评选中，专家不仅看队员
的课题，还通过一轮轮面评看队
员是如何思考、如何设计课题及
进行研究的过程。经过初评、复
评和终评，共评选出“雏鹰杯”红
领巾科创达人挑战赛各奖项课
题1300余件，其中30名队员在

“大院士”面前进行了“小院士”
科创大比拼。

活动总决选现场，30名队员
带着自己的科创作品，用PPT演
示设计思路。作为一名击剑青
少年运动员，宝山区行知小学的
孙娴蕴设计了一款新型进阶型
电子击剑靶，对日常训练进行有
效的反馈。为了呼吁更多人关
爱唐氏综合征患者，民办正达外
国语小学昝佩娴为关怀照顾“唐
宝宝”设计了一款反应能力与语
言训练陪伴装置。

青浦平和双语学校的张熙
和设计了机场空管塔台引导系
统来提升机场运行安全和效
率。张熙和从五六岁就喜欢上
了航空航天，在平时新闻中屡次
看到停机坪上滑行事故的发生，
降低了运行效率，传统的人工管
制员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大
型机场的需求，他想到，可以设
计系统来避免事故的发生。花

了一年多时间，张熙和在指导老
师的带领下，研究了航空器的路
由规划，并采用 STM32 控制器、
光 电 开 关 、灰 度 传 感 器 和
NRF24L01通信模块等构建引导
系统。现场，他带了地景和两个
模型进行演示。“我在这次设计
作品中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了
不同机场的调度方式。模型制
作也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很喜
欢在科创中学习知识，解决更多
现实的问题。”

身为评委，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凯先发现，今年青少年的科技
创新和作品水平有了提高，科技
思维和能力有了新进步，眼界更
为开阔，会考虑环境、自然、人体
健康、社会需求等，“虽然有些作
品还需改进，但活跃的思维让人
欣喜。”

最终，师浩天、孙娴蕴、李至
柔、张熙和、陈静漪、柏泽瑄、昝
佩娴、黄雪润、彭若恩、蔡铭瑄

（按姓氏笔画为序）等10名队员
获特等奖并被授予上海少年科
学院“小院士”称号。

回访往届“小院士”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少
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联合主
办，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
海自然博物馆等联合承办。市
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
赵国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
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为民等嘉
宾出席了颁奖仪式。

自2003年首届上海少年科
学院“小院士”命名以来，已产生
244名上海“小院士”，616名全
国“小院士”，12名全国“十佳小
院士”以及9名“市长奖”获得者。

如何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创
素养？如何让“小院士”们保持
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的热情，由
此踏上科学探究的旅程？今年

上海少年科学院做了一回“有心
人”，对近年来部分“小院士”进
行了“回访”，他们中有不少在科
技领域继续探索，比如航空航
天、医药工程、计算机信息、机械
工程等。

从事人工智能计算和仿真
能力方面研究的第四届“小院
士”朱天轶在回访中表示，在少
科院做课题研究的过程培养了
独立思考的习惯，锻炼了分析数
据的能力，“我能更好地提出、理
解，以及应对复杂的科学问题，
并始终对科技的前沿充满好奇
和向往，这为我目前从事科技行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届“小院士”程嘉颖目
前正在同济大学读博，正因为小
时候参加少科院的活动，对科学
萌生兴趣，如今走上了科技探究
的成长之路，“我现在从事机械
工程和燃料科技方面的研究，希
望能作为少科院的校外科技辅

导员参与青少年各类科普活动
之中，用自己的知识和行动为孩
子们的科创梦想助力。”

作为面向大多数青少年普
惠性科学教育的校外教育阵地，
上海少年科学院在市少工委领
导下，将聚焦助力上海国际科创
中心建设，通过打造科创教育四
个一：“一套教材课程、一个展示
平台、一批专家团队、一系列赛
事活动”，在科学教育领域逐步
优化“生态圈”。

少科院将通过“青年科学
家+科技特色校+科创少年”联
动分层分类培养科技创新人
才，进一步拓展“小院士”持续
培养、成长成才、反哺社会的新
模式，实施红领巾科创成果展
示及宣讲行动，共筑少先队工
作社会化的联建共育机制，在
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
的翅膀。

人人参与奉献好点子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第三届校园治理大赛

让“人民城市”理念在大学校园蔚然成风

10位新科“小院士”诞生！
他们的科创作品更关注社会需求

聚焦出行安全问题，初中生李至柔给车门安装上传感器预防“开门杀”事故；关注电动汽车越来越多带来新问题，
初中生陈静漪带来《让绿色低碳贯穿新能源车生命周期全过程——上海动力电池回收现状的调研分析》。在“雏鹰
杯”红领巾科创达人挑战赛暨第二十一届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中，专家们发现，如今青少年的创新设计
与社会需求、解决问题结合得更紧密了。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管璇 王啸坤

本报讯 在新近拉开序幕的
上海政法学院第三届校园治理
大赛上，大赛以更加丰富多样的
形式，吸引更多师生关注和参
与。提案目前已启动征集，春季
学期开学后，将视情况开展初
赛、复赛和决赛。

校园治理大赛是上海政法
学院团委指导校学生会聚焦服
务广大同学普遍需求，结合学校
实际，精心为同学搭建的参与校
园建设与民主管理的发言平台，
更是“人民城市”理念在大学校
园内的重要体现。

在此前一届校园治理大赛
中，共收集到 50 份涵盖生活服
务、校园设施和环境等领域的校
园治理方案。比赛现场，各参赛
选手结合情景剧演绎、相声、小

品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提案，并邀
请校外专家、校内各职能部处的
老师作为评委，针对提案的合理
性、可行性、创新性和问题呈现
形式依次进行点评。在决赛环
节，还开通“同学—校领导”反映
渠道，200多名学生评委就相关
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培养同学
们的问题导向思维。

其中，匡亚萱同学在校园治
理大赛中关于建设智慧食堂的
优秀提案构思，获得老师同学的
一致好评并在现实中落地。如
今，自选餐AI智慧结算在成德楼
颐谷餐厅、民族餐厅成功实现。
同时，校团委联合学校相关职能
部门还相继推出校内预订、配送
服务，并开通评价反馈功能，以
便食堂改进服务。

匡亚萱同学很是自豪，“校
园治理大赛为我们搭建了一个
直接参与校园治理的平台，可以

让每一个参与的同学都感受到
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翁，校园建
设要出一份自己的力。”

在上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高志刚看来，校园治理大赛同时
还是帮助上政学子更深入地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的契机，
引领学子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思想理念，在校园内发
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
全的人民民主。

当下，上海政法学院团委还
指导校学生会以多种方式传递
学校关怀，营造良好的校园共治
氛围。其中，SHUPL青年之声作
为校园权益问题线上反馈平台，
每周七天、每天14小时在线，两
小时内回复同学疑问或建议，并
在一天内向相关部门反馈，取得

答复后及时向同学反映具体解
决 措 施 。 该 平 台 总 用 户 达
2900多个，解决问题400余个，努
力走好从意见反馈到落实整改
的“最后一公里”。

除此之外，在学校党委的
关心和支持下，上海政法学院
团委还定期组织开展“我与校领
导面对面”“职能部门领导面对
面”等会议，及时搭建沟通的桥
梁，收集同学们遇到的问题，促
进同学们参与学校建设发展、建
言献策。在收集到同学们所反
馈的问题后，相关的后续工作仍
在继续推进。为了保证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还指导校学
生会牵头鼓励同学将校园治理
大赛中的好点子转化成学生代
表大会的优秀提案，认真督办
落实，并在学代会上向全校同
学展示。

考研送温暖、青春上政·光

大亲水平台、考研专用自习室
“致远阁”、每月一调研等，都是
从若干提案一一变为现实，真
正做到聆听同学所想、解决同
学所难、服务同学所需，切实帮
助同学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各种
问题。庞梅清同学表示，学校
对于学生意见的高度重视并及
时做出应对方案调整，让人觉得
很暖心。

上政党委书记葛卫华表示，
学校将继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
青年一代的希望和要求上来，用
温情守护同学成长、用心聆听同
学意见，将维护同学权益的工作
深入细微，将服务延伸至同学身
边，努力解决同学合理诉求，把
权益服务办到同学们心坎上，持
续打造“我为同学做实事”服务
同学品牌项目。

十名同学被授予上海少
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

▲获奖者展示科创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