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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理念，坚持更新科技教育观念，

创新科技教育模式

作为“嘉定区科技创新教育拓展指导基地”“嘉定

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我校紧紧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秉承“思源致远、创生卓越”的

办学理念，秉持“科技与人文并举”的办学特色以及“自

我发现、自我探究、自我追求”的科技教育理念，深入贯

彻落实“两纲”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爱国荣校的民族精

神和创新、实践、求真的生命价值观，鼓励学生“动手

实践”科学，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科学中，深刻体会到

科技对于实现“中国梦”，对于民族自强、自立的重要意

义，以及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不断提升科技

教育的育人功能。

二、三个“举措”，全面落实“动手实践”

“动手实践”，是指在科技教育中，更加注重“动

手”，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做中成长。这一理念以学生自我

成长为目标，不断优化科技教育，搭建学生自主创新、自

我科技教育平台，营造学生自我教育的环境，积极引导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充

分发挥科技教育的育人功能。

1、培养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兴趣

我校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充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激发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兴趣，并逐渐摸

索出将科技教育动手实践与学科教育结合的科技教育

课程设置。为保证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同时又能够充

分进行动手实践，我校开设了短探究活动（融合学科渗

透）、微型选修（专题讲座）、选修课、社团课等不同形式

的课程。

（1）短探究活动

比如化学学科的“利用喷泉实验来验证气体与溶液

反应的规律”，老师不再是单纯地展示结论性的规律，而

是先让学生课下搜集相关的背景材料和原理内容，再进

行实验验证，学生兴趣极大，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体。再

如，地理学科中的“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数学学科的

“互成角度的共点力的合成”等，都是意在促进学生“自

主探究、相互激发”学习新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培

养动手实践能力的短探究活动。

（2）选修课及社团课

学校开设了以普及知识、激发兴趣为目的的人文与

科技类选修课与社团课，如《生活中的化学》《生活中的

物理》《科普英语》《建模社》《头脑创新思维社》《天文

与气象社》《TI物理实验社》《逻辑推理社》等。

其中，部分选修课程由交通大学学者授课。目前已

开设有《环境化学污染物与食品安全》《展演数学的画

卷》《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物理学前沿知识》等课

程。比如《展演数学的画卷》以微课程的形式呈现，内容

共分四幕，分别是“雅典学院”“混沌初开”“神圣比例”和

“时空相变”，主要介绍了名画中蕴含的数学元素、数学

名家、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等知识，引发了学生对数学研

究的极大兴趣。

另外，学校还依托本部，参加由交通大学医学院、华

东理工大学、财经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发的“虚拟班”，为

学生普及医学、财经、工程、医药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充

分激发了学生动手去“实践”科学的兴趣。比如：《为什么

经济学是科学与社会博弈策略思维导论》《机制设计中

心经济学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今年，学校

又将开设同济大学“虚拟班”，涉及汽车、建筑和城市规

划三个领域。

2、营造环境，搭建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平台

（1）创建动手实践实验室

学校目前已建、在建、筹建较先进的实验平台共计

3132平方米。其中已建罩体通风实验室、头脑奥林匹克活

动室、微生物实验室、植物培养实验室、分子实验室、物

理创新实验室、化学创新实验室、嵌入式实验室、网络互

动显微镜等各种先进的实验设备。

（2）搭建学生“动手实践”科学工作室

为了更好地为学生科技活动搭建平台，学校特别为

优秀学生开设独立工作室，其中有以学生姓名命名的姚

悦工作室以及DI头脑奥林匹克学生工作室、TI物理工作

室、结构工作室等学生动手实践工作室。

（3）让学生走上讲台，汇报自己的科研成果

学校创设平台，在各类学校大型活动以及平日班会

课、团会课等课程中，积极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汇报自己

的科研成果，从而激励更多的同学积极参与科学实践。

（4）创设科技节，营造科学实践氛围

学校在搭建上述平台的基础上，更创设了为期一个

月的科技月与科技节活动。科技文化节由钱学森纪念图

片展、“生活大爆炸”百科知识竞赛、科学游园会、专家科

技讲座、“创意校园”科技征文等模块组成，力求在校园

内营造起崇尚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

（5）鼓励参与多项活动，展现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

风采

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在高一、高二年级组织学生开展横竖之谜、鸡蛋飞

行器、超级变变变、科学小实验、怎样进行课题研究指

导等动手实践、课题研究活动。通过这一平台的搭建，我

校学生在第29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优

秀成绩。有多项课题获奖，如万向轮——使用电磁驱动

的智能球体轮、水笔芯的循环再利用——结构的改良

和注墨装置的研发等。其中姚悦同学的课题《用光色叠

加实现对称三进制运算的新方法》，更是在全球中学科

学研究竞赛2014年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上获得Intel ISEF计算机学科一等奖、计算机学科

特等奖、欧盟青年科学家奖。 
②各级各类竞赛

近年来，我们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比赛并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如我校学生首次参加“第八届同济大学建

造节暨‘我爱我家’2014上海市中学生建造邀请赛”，并

获铜奖，还参加了2014同济大学结构赛、DI头脑奥林匹克

大赛等竞赛。

③高校夏令营活动

学校根据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达

成的创新人才培养协议，为学生搭建与高校互动的平

台，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高校科技夏令营活动。如参

加交通大学工程与技术夏令营，参观上海嘉定科技博览

会活动，聆听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向博士的专家

报告等。

3、专家指导，提高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能力

学校除利用本校优秀师资力量、组建科技教育培

养团队外，还邀请市、区一些有知名度的科技骨干教师

来校指导。2013年我校与上海交通大学就联合培养创新

人才达成协议。2014年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达成培养人

才协议。专家的指导，为我校有效开展学生科技实践活

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吕卓诚同学在其课题《万向

轮——使用电磁驱动的智能球体轮》的研究实践中，便

得到了专家的大力指导，该课题曾荣获上海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三、多项成果，引领学生实现自我探索的生命目标

在几年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不断引领学生自我探

索、自我追求，初步形成了学生动手实践科学的良好氛

围，许多学生不仅在实践中收获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了

创新精神、科学精神。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

者张逸轩同学认为，科创不仅是比赛的形式，而是一种

精神，不是研究一个高深的理论，而是在动手实践的过

程中让这个理论在自己手中迸发出美妙的魔法。

今后，我校将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拓宽活动领

域，创新活动方式，坚持鼓励学生“动手实践”科学，在

校园内营造浓郁的“科技文化”氛围，使科技教育常抓常

新，不断挖掘科技教育的育人价值，充分发挥科技教育

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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