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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高中的工程教育发展联盟不仅推动了校内课程体系的完善，还为
区域内更多学校打开了工程教育的新窗口。联盟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衔接
机制，确保工程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有机连接，形成贯通的工程
教育课程体系。联盟内部的教师社群更是为工程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提
供了重要支撑，各成员学校相互协作，通过经验分享和教学培训提升了教
师的教育质量。

江阴高中的创新探索不仅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更是服务国家战
略、响应新时代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工程教育，构
建更完善的课程体系和资源共享机制，为中国教育强国的目标贡献力量。
江阴高中将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继续以前瞻性的教育视野和开拓性的教学
实践，打造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平台，为社会输送更多具备工程思维的卓
越人才。

打造未来教育样板：

工程教育联盟再出发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工程教育领航未来工程教育领航未来
□黄佳 杨宇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
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
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
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如何让普通高中学生在
基础教育阶段接触到工程思维，提前培养创新能
力？作为全国最早推进中小学工程教育的学校之
一，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以多维度的工程教育平台
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2023年，无锡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工程教
育指导意见——《无锡市关于推进中小学工程教育的指导意
见》，强调工程教育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江阴高中积极响应这一政策，认为高中工程教育既要
有高远的视野，又要从学生可接受的低入口入手，帮助学生逐
步形成工程思维。江阴高中校长蒋志远表示，未来的工程教育
要关注全球化视角、跨学科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
这一教育理念在课程设计上体现出“高视野，低入口”的特色。

江阴高中在“高视野”方面注重科学素养的培养和前沿科
技的引入，针对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领
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例如，学校在新能源课程的
基础上，设立了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的工程教育课程，帮助学
生在真实情境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江阴高中重视“低入口”，从高中基础课程出发，让学
生从最基础的知识逐步进入工程学科的应用。通过跨学科项
目研究、基地实习和竞赛等形式，学生不仅学习理论知识，更能
将其应用到实际问题解决中，逐步培养合作、沟通与项目管理
能力，为拔尖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前瞻视野：

搭建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

为推进工程教育的全面落实，2023年 11月，江阴高中在江
阴市教育局支持下，牵头成立了区域工程教育发展联盟。联盟
吸纳了区域内的中小学、高校和企业，以“打通、融通、贯通”为
核心理念，实现了工程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联盟采用“1+
1+N”模式，以江阴高中为核心学校，与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
及若干企业单位合作，通过区域协同的方式，将分散的教育资
源整合成一个综合教育生态，推进工程教育的创新发展。

联盟还设立了“科技特长生”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建立从小
学、初中到高中的衔接性工程教育体系。联盟学校在课程设计
上重视循序渐进、逐层提升。例如，小学阶段注重工程兴趣的
激发，初中阶段引入基础性工程项目，高中阶段则注重实际工
程项目的研究，使学生在每个学段都能获得适当的工程教育体
验。

在资源共享方面，联盟筹建了“科创平台”，通过网络阵地
将成员校的课程资源和师资力量打通，使学校之间的教育壁垒
逐步消除，形成教育互助与资源互补的有效机制。江阴高中提
供的工程教育课程和项目设计方案被广泛借鉴，其他联盟学校
也通过社群化运作的方式，创建了特色工程教育活动。

协同推进：

区域工程教育联盟引领共赢发展

为了给工程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江阴高中建成覆盖多个工程
主题的科创空间，投入数百万元升级实验设备，建成包括3D打印、无人机、
智能硬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个主题教室，创造了多功能的工程教育学
习环境。新的实验室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验设备，也为教师的专业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2024年，学校的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即将投入使
用，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未来职业道路，特别是在工程领域中的生
涯规划。

江阴高中的课程体系设计以核心素养为指导，将科学、技术、艺术等多
学科融会贯通，形成了系统化的工程教育课程结构。目前，学校共开设 10
门工程教育校本课程，并印制成校本读本，内容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现
代工程领域。《新能源课程培育项目》和《智能制造与创意设计》被评为无锡
市中小学工程教育优质课程。这一系列创新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在理论和
实践中都能够获得深度学习机会，培养了他们应对未来社会需求的综合能
力。

持续发力：

为未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奠基

打造包括3D打印、无人机、智能硬件、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个主题的工程教育学习环境

江阴市教育局为联盟聘请的专家团队

五育融合
的工程教育课
程体系

江阴高中校外工程教育实训中心揭牌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工程教育发展联盟成立

新能源工程教育课堂

能源树工程团队在新能源学院开展实践活动合影

徐子宸同学被评为江阴市第三届“明日科技之星”

周子茗同学被评为江阴市第三届“明日科技之星”

在工程教育中，如何结合区域产业资源是江阴高中的一项
重要探索。学校与江阴新能源产业园内的多家企业合作，特别
是联合远景能源、双良集团等大型企业，创建了多个校外工程
教育基地。企业工程师定期到校授课，帮助学生理解从理论到
实际应用的转化过程，并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工程项目的机
会。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的创新潜能被激发，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学校还携手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在创新实
验室建立了共同研究基地，使得高中生有机会体验高校级别的
实验室环境。通过校企合作，学生不仅能够在高水平的平台上
接受培训，还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真实应用场景中的价
值。这一做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工程素养，也增强了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

探索创新：
校企联手构建工程教育新平台

经过一系列工程教育探索，江阴高中的学生在各类工程类科技竞赛中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23—2024学年，江阴高中有76名学生获得省级奖
项，11名学生获得国家级奖项。此外，在工程类科技竞赛中，该校共有67人
次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许多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已经达到了专利申请的
条件。两名学生获得了江阴市第三届“明日科技之星”称号，学校的学生创新
项目在省市科技展中频频亮相。

实践成果：

工程教育结出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