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教育，这一块曾经被忽视的

领域，现在为何引起了学校和学生们

的关注？背后，是高考指挥棒在发挥

作用吗？

部分自招高校看重科创人才

今年，继上海交大在自主招生选

拔过程中首次推出“科技创新潜质人

才”免笔试后，沪上又有一所高校向科

创特长生抛出了“橄榄枝”——上海电

机学院决定，将在今年高招录取时给

予这部分考生5至20分的校内加分。

3 年来，嘉定区也有10 余名学生

因为科技特长而被高校破格录取或在

高考中获得加分，其中还有 3 人因此

进入了清华大学。然而，能被破格录

取或获得加分的，仅仅是个例。

真正获得加分的比例太小

绝大多数的孩子还是要通过正常

的高考进入高校。据介绍，学生只有

在“上海市百万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或

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拿到前

20名或是全国一等奖的情况下，才能

获得高考加分资格。在近日出炉的

“上海市百万明日科技之星评选”名单

中，嘉定在内的不少区县无人上榜，同

样，以今年3月举行的第27届上海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例，全市1461

件参赛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中，最

终只有10余人荣获全国一等奖，得到

加分资格。

“真正通过竞赛来获得加分的人

很少。”嘉定二中科技总辅导员李伟号

说，“但是学生无法获得加分甚至拿不

到奖，并不意味着学生就没有收获。”

目的是培养创新意识

在5月18日的科技成果展示活动

中，嘉定一中的展示台前只来了 3 名

学生，原来当天刚巧是学校统一考试

的时间，来的同学都是已经被复旦大

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大提前录取的学

生，无需参加当日考试。他们无一例

外都是学校科技社团的成员。

科技创新与学习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不少学校的科技辅导员都指出，成

绩好的孩子在科技创新中更容易出

成果，而热衷于科技创新的孩子，学习

成绩一般也会比较出色。

除了兴趣之外，绝大多数高中的

孩子在学习之余进行科技创新活动，

都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并在

其中学到一些额外的、高中课程里无

法提供给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参加科技活动，主要希望通

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进行思维方式的

训练。”嘉定一中学生金辰炀告诉记

者，如果能拿奖和加分，那只能算是锦

上添花。

教师队伍参差不齐，科技教师多

由学校里年龄较大或不能胜任主课的

“边缘教师”担任，科技教师岗位流动

性大，一学期换一个人——曾经，这是

区内绝大多数学校科技教师队伍的真

实写照。近几年，随着科技教育越来

越受重视，嘉定区已经培养了一批优

秀科技教师。然而，这部分人才数量不

多，只能算“凤毛麟角”。如何才能更

好地培养并留住科技教师人才，这是

目前令很多学校的校长头疼的问题。

工作主要靠“奉献”

回报少、压力大，牺牲双休日，家

长还不支持……说起做科技老师的种

种感受，不少老师都叫苦。记者采访

了区内多位科技教师后发现，绝大多

数学校的科技教师都不是专职教师而

是兼任，除了一周一次的科技社团活

动外，大部分的科技辅导都只能利用

课外时间。“一年中的双休日，总有一

半左右是没法休息的。”望新小学科技

总辅导员许冬生告诉记者。与付出相

比，这些科技教师的回报相对“菲薄”：

有的教师能拿到 140元/月的补贴，有

的则完全是义务的，有时候，逢到科技

竞赛，老师要帮学生出去购买材料，

“一个月的补贴有时连一周的汽油费

都不够，需要自己倒贴钱。”外冈中学

科技总辅导员蔡新笑着说，“有时候必

须讲‘奉献’。”

培养还须用“感情”

近些年，南翔小学陆续培养了褚

建华、程峰、钟光翔等几位在区里“冒

尖”的科技教师，总结经验，现任校长

吴宝英说：“除了投钱之外，培养人才

还要投‘感情’。”

除了每学期深入科技组，与科技

老师面对面讨论项目、了解问题外，吴

宝英还经常与他们谈心，并尽力为他

们的个人发展提供资源和条件。去

年，钟光翔申报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

（科技类），学校全力支持，原本为他安

排了一次试讲，由于当时有活动冲突，

钟光翔想放弃，直接参加市里的考

核。吴宝英知道后，鼓励他另找时间，

一定要试讲“练练手”。结果试讲时，

钟光翔临场发挥不好，吴宝英又找来

一位教研员，一次次为钟光翔“磨课”，

最后，钟光翔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市

里的考核。

培养出了如此优秀的老师，万一

有学校想“挖人”怎么办？吴宝英笑

言：“届时就要以情留人了。”

梯队建设布好局

一旦人才流失、出现工作“青黄不

接”怎么办？除了以情留人外，学校还

必须未雨绸缪、早有规划。

南翔小学在科技教师队伍中配备

了中、青年不同年龄层次擅长不同科

技项目的教师梯队，并注意发掘青年

人中的领军人才，为其创造机会激发

热情。去年，南翔小学一位青年科技

教师就得到了一个讲授区级公开课的

机会，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因为在学校

70多位教师中，有些人几十年都没有

轮到讲授一次区级公开课的机会。嘉

定一中也通过吸收数学、物理等相关

课程领域的中、青年教师加入科技教

师队伍，来培养新的科教师资力量。

撰文：王丽慧 马慧怡
黄菡亭

摄影：陈启宇 李华成

嘉定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呈现新气象
科普资源相对缺乏，体验式的活

动场馆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科普

教育的条件无法跟市区比。近年来，

嘉定区结合地方特色，着力挖掘区域

优势资源，尝试探索具有嘉定特色的

科普教育模式。

科普基地与学校“牵手”

学校之外，能不能把科普教育基

地打造成学生学习科技的第二课

堂？针对科普资源缺乏的现状，区科

委科普培训科科长张小平萌生了这

样一个想法，并在 2009年 5月尝试付

诸实践。开始是硬性规定科普基地

必须与学校牵手，以往学生进科普教

育基地，都是带着旅游的心态去的，

“牵手”后，要求学生们必须带着问题

去。

“开始还是‘拉郎配’，现在已经

发展到‘自由恋爱了’。”张小平说。

一批学校的特色项目因此建立起来：

黄渡幼儿园因为牵手汽车博物馆而

把“汽车探索”定位为科普教育特色

项目，南苑小学因为牵手气象科普馆

而将“气象科普”作为学校的特色项

目……今年，结合区教育局“快乐星

期三”活动，12家科普教育基地在每

周三的下午对区内所有学校免费开

放，这在全市还是首创。截至5月底，

今年已有 5000多名中小学生在学校

统一安排下进入了科普教育基地学

习。

幼儿科普走在前列

“这两棵是南瓜苗，大的一棵已

经长出了6片叶子，小的有3片叶子。”

5月 16日，在华亭幼儿园的“娃娃田

园”里，大一班学生武诗怡指着自己

种下的南瓜苗告诉记者。距离城区

远、科普资源少、家长知识素养不高，

是不少农村幼儿园的特征，华亭幼儿

园结合华亭镇“现代都市农业”的定

位，开辟了“娃娃田园”和“室内田

园”，引导孩子认识植物的生长过程，

并尝试将其与游戏、教学相结合。而

早在2003年，菊园幼儿园就成为嘉定

区首家科技特色幼儿园，走在全市前

列，如今已捧得了上海市“小淘气玩

科学”上百个项目的各类奖项。

“幼儿的科普教育，主要任务是

培养幼儿的兴趣、爱好以及动手探索

的能力，开发创新意识。”张小平说，

虽然不易见成绩，但是对孩子的科技

创新具有启蒙意义。

青少年的科技教育，重要的不在于科

学知识的传授，而是努力营造浓郁的科学

氛围，让身在其中的孩子接触并体验科学的乐趣，学习

和领悟什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的精神，培养动手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每个孩子的潜力都很大，关键是，我们要为他们提

供一个可以展示的舞台。

2009年秋天，嘉定区教育系统全面启动了以“普及

科技教育，提升创新能力”为主题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工

程，区政府每年投入100万，用于鼓励科技创新。

今天，嘉定科技教育的发展已获得了长足进步：科

技教育的整体氛围大大

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有了

质的提升，学生科技创新

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

了大幅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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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投入300万 获奖数连年翻番

打造科普教育的“嘉定特色”
挖掘科普资源，发挥地域特色

拿奖、加分只是锦上添花
有人说“发明热”的兴起，是高考指挥棒在发挥作用，其实

用“感情”培养教师人才
科技教师队伍的稳定和素质的提升，不能仅仅靠投钱，还要

55月月1818日日，，在嘉定区第十届青少年科技节暨青少年科技创新工程展示活动中在嘉定区第十届青少年科技节暨青少年科技创新工程展示活动中，，现场展示了现场展示了5252所学校的所学校的6060余个科技创新项目余个科技创新项目。。

向世清（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建议继续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普及，继续提高孩子们创新的层

次，继续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吕恬生（上海交大工程训练中心主任）

嘉定区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非常活跃而且有特色，但还需进一

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技术含量，拿出更具创新性的东西。

姚思德（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推动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继续往前走，嘉定区需要做一些更加

“实”的工作，比如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科技教师的科研素养，政府也要更

加重视和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陈敢（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名师）

嘉定区的科普工作，基本做到了全覆盖，而且结合学校的传统，做

得比较有特色。

卢大儒（复旦大学教授）

嘉定中小学生的创造发明，大多来源生活、构思巧妙、具有操作性，

如果能与更加高、精、尖的技术结合，并进一步与嘉定的地方特色相结

合，将会更加相得益彰。

陈玲菊（原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科普部主任）

青少年科学研究院的导师和小院士的交流可以更多一些，这种交

流不单单是参赛之前的指导，而应该贯穿于学生发明创造的过程和论

文的撰写过程中。

刘国璋（上海市特级教师）

学生的兴趣广泛，与之对应，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导师的队伍也应进

一步发展壮大，覆盖更多领域和学科，这样才能与学生的需求“对上号”。

葛智伟（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名师）

以听报告为主的培训方式导致了部分科技教师的成长难有明显突

破，建议多让实践性的内容进入培训课程中，让教师的体验更为深刻，

使他们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增强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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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一中数学建模和创新团嘉定一中数学建模和创新团

队队，，南翔中学南翔中学““OMOM””社团社团，，南翔小南翔小

学小发明小创造学小发明小创造，，成为引领嘉定成为引领嘉定

区青少年科技项目发展的排头区青少年科技项目发展的排头

兵兵。。图为嘉定一中的学生在参加图为嘉定一中的学生在参加

科技社团活动科技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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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锁头固定在在电瓶车左面

撑脚的部位，在车后轮的左支架上

安装一把特制的锁，当人们停靠电

瓶车的时候支起撑脚，撑脚的锁头

刚好对准固定在支架上的锁孔，自

动完成上锁。”5月18日，在嘉定区

第十届青少年科技节暨青少年科技

创新工程展示活动中，望新小学学

生李菲发明的“电瓶车自动防盗撑

脚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她边给

观众解说边演示，科学实用的小创

意引起了人们的赞叹。当天，来自

区内52所学校的近800名师生采用

版面介绍、即兴表演、现场演示和作

品展览等形式，现场展示了60余个

科技创新项目，集中呈现了嘉定区

中小幼科技教育发展的最新成果。

获奖数连年翻番

“以前，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普

及率低、参与率低，经费得不到保

障。”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赵卫

忠回忆，3年前，嘉定区启动了青少

年科技创新工程，每年投入 100万

元经费，探索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发展。

3年内，嘉定区共培养了50名“明日

科技之星”，100名“明日科技希望

之星”，1000 名“科技小能手”，有

10000人参与科普传播行动，建成

了50个科技教育特色品牌阵地，组

建了50支青少年科普传播队伍，评

出 50 所科技创新项目实验学校。

在市级及市级以上的比赛中，嘉定

区学生获奖数连续 3年每年翻番，

参赛学生也从2009年的2万人次增

加至2011年的6万人次。

形成一批特色品牌

如今，嘉定区半数以上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已创建了科技特色项

目和品牌阵地，树立起一批如外冈

中学“科技欢乐谷”、嘉定一中数学

建模和创新团队、南翔小学小发明

小创造等科技创新教育的典型。目

前嘉定区中小学

生的创造发明、

头脑奥林匹克、

机 械 奥 运 机 器

人、空模、幼儿科

普、气象科普等

科技项目，已经

在全市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力。

筹划组建专家库

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核心之一是

人才的培养，嘉定区创建青少年科

学研究院，邀请来自国家和市级科

研院所和专业学会的8位科技专家

导师，至今已培养“小院士”32名。

专家数量少、而且其兼职的身

份决定了无法给予学生更多的辅

导，是目前人才培养中的难题。对

此，区教育部门也已有所谋划。“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与区科委合作，推

进专家库建设，组建一支来自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的专家

志愿者队伍，确立定期授课和带教

制度，开放高等院校的科技实验室，

为青少年科技人才课题研究、项目

实验等提供咨询和指导。”区教育局

副局长俞勇彪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