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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生成为上海高中“慕课”主讲人

17岁的张宇，年纪轻轻，履历却可

以写上一长串。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已

经贯穿了他的3年的高中学习生涯。

高中三年中，张宇不断参加科技

活动，从自然科学到工程学，再从工程

学到社会科学，角色也从队员变成队

长，再到领队。他在2014-2015年度DI青
少年创意思维竞赛中率队获上海赛区

冠军，并赴京参加亚太国际邀请赛，获

第9名。

张宇自嘲自己对很多问题的探

索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大量的三分

钟热度，却让他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

学的世界中吸吮到了各种养分。“不

过，我的三分钟持续时间长一些，通

常是3个月到半年，钻得也会深一

些。一个项目结束后，我又会寻找新

的项目。”

只要发现了一个可以提出“为

什么”的话题，张宇就会通过查阅

资料、请教相关专业人士来获得答

案。“我喜欢问‘为什么’，虽然我的问

题比较幼稚。”在无数个为什么中，张

宇又结识了更多的良师益友，他们又

为张宇点燃了更多的思维火花。

在张宇的心目中，人从出生起便

是好奇的，喜欢东张西望，再问问为

什么。从古至今无数的重大科学发现

或是发明都来自于每个人小时候问

的那个为什么。他时常感叹，和许多人

一样，有时不得不服从于应试教育，但

是探索的精神并不会磨灭，它还是扎

根在每个人心底。

张宇对光和色彩的兴趣始于高

一，他设计制作了一块可以夹在手机

摄像头上的滤镜，能便捷地检测中食

物中含有的是天然色素还是人工色

素。张宇同学凭借在同济大学物理科

学与工程系高国华副教授指导下完

成的《简易非接触式色素检测成像

法》摘得了第30届上海市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和两个专项奖，也在2015年

明日科技之星评选中获得“作品创意

奖”。

“我只是跟着求知欲，这个任何人

都有的本能去做。我发现生活中的问题

远远多于考试的课题，需要用科学的

方法去观察、思考、解释、应对。”张宇认

为，当你找到“为什么”的答案时，那种

探知成功的幸福感，是没有过类似经历

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2015年12月16日，在科学会堂，上

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杨雄，亲自为张宇

颁发了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

奖，以表彰张宇近年来在科创领域的

卓越表现以及突出贡献。正是在那个

时候，张宇觉得，高中三年来每一次为

了科技比赛或是带教项目而丢失的

睡眠，每一次的艰苦付出，在那个瞬

间得到了回报。

热衷科创，并在个人科技创新

理论探索与实践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与体现之余，张宇开始追求“科技传

播”了。他喜欢分享自己掌握的科学

知识，时常在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平台发声，推广宣传有助于学生思

维和动手能力锻炼的机器人竞赛以

及机器人教育。

与此同时，从高二开始，张宇便负

责在学校的STEM实验中心带教学弟

学妹，他还定期到与上海交大附中联

谊的中小学去，指导低年级学生们进

行科技探索。

到了高三时，张宇成为上海交大

附中STEM (对应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实验中心志愿者、STEM云课

堂研究方法分支学“说‘黑’”课程主

讲。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质让他成为了

交大附中慕课教学团队中的一员，张

宇既拥有讨论科学知识的能力，又了

解同龄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需求。

3月5日开始，张宇主讲的《STEM
研究方法——说“黑”》，在上海市名

校高中名校慕课平台上正式开放。在

这门课程中，张宇将用8讲的时间分享

他对黑、对光和色彩的认识，他对科

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也将在课程中

全面地展示出来。

其实，这也是在解答步入高中以后

他自己的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

黑色是没有光反射出来，而不是黑色光

反射出来了？这一个看似幼稚，却需要

大学物理理论基础才能进行系统性实

验验证的问题，致力于找寻的是一种深

入浅出的展示科学探索之路怀疑精神

和思辨能力的授课方式，在强调知识传

授的基础上更强调科研思路的养成和

科研方法的探讨。

“我们鼓励学生走上慕课讲

台，也是希望让更多同龄人了解，高中

生涯，原来也可以这么度过。”在参与

慕课课程开发的上海交大附中教师

彭禹眼中，在交大附中的社团活动和

课题探究中，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学

生老师”的传统，鼓励学生和师弟师

妹分享智慧和经验。借助慕课平台建

设，这些原先较为松散的学生课堂有

望固定下来。

“上海市高中名校慕课平台”已经上

线试运行，首批21门来自本市高中

“四大名校”的课程可供选择。在众多的主讲人

名单中，有一位最为特殊——交大附中高三学

生张宇，2015第六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

长奖得主，也是慕课平台21门精品课程主讲老

师中唯一的一位高中学生。

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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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杯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热衷科创，更追求“科技传播”

记者 刘昕璐

“职商”这个词对很多职场人士并不陌

生，但何时应当开始职商的培养却鲜少被关

注。近日，腾讯教育联合英孚青少儿英语推出了

青少年职商调查，对近5000份问卷进行了分析。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父母认为必须

（38%）或有必要（55%）让孩子了解不同行

业，发现职业兴趣，只有7%的家长认为没

有必要。对孩子在中学阶段的家长调查显

示，46%的孩子已经产生职业兴趣。越来越多

的家长开始关注“早期职业规划”，28%的父

母认为应该在10至13岁开始职商培养，45%的

父母认为应该在14至18岁开始，占到受调查

人数的七成以上。但面对孩子繁重的学业压

力，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有55%的父母为

没有良好途径帮助孩子进行“早期职业规

划”而苦恼。

在选择如何培养职商的这个问题

上，41%的父母选择带领孩子进入名企参

观，31%的父母希望由学校组织，深入了解不

同行业，发现未来的职业兴趣。接近八成的

父母希望孩子通过职业生涯教育能够发现自

己的职业兴趣。

同时，调查也揭露了令人担忧的事实，即

逾半数受访者的孩子即使在中学阶段也

未能发现自身职业兴趣所在，对于未来的

职业选择没有考虑（25%）或者比较迷茫

（29%），但是一半以上家长认为缺乏培养孩

子技能的途径。

专家表示，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催生了职

业的不断演变，“职商”教育也就变得尤为重

要。特别是当学习的目标和未来的发展不再

虚无缥缈，而成了一个具体可见的形态时，会

增强孩子学习的动力，极大地提升学习积极

性。但在提供“职商”教育时也要注意结合孩

子的兴趣特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从企

业和社会各行业聘请专业导师，为孩子提供

科学的教育引导。

逾七成父母认为

应在中学开始职商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