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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探索未
知的思维方式，它鼓励人们提出
问题、进行假设、设计实验并验
证结论。

对于个人来说，科学教育对
培养创新思维至关重要。

在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学生
不仅可以学到科学知识，更重要
的是能学会如何独立思考、如何
解决问题。

这种能力在未来的职业生
涯中将是无价的财富，无论是在
科技研发、生产制造，还是在社
会服务、文化创新等领域，都大
有裨益。

对一座城市来说，科学教育
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接受过充分科学教育的高
素质劳动者，能够从事高级且复
杂的生产劳动，推动社会生产的
顺利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人们科学素养的提升
也意味着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对一个国家来说，科学教育
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
际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创新成为
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个
国家的科技水平，直接关系到其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
森之问”振聋发聩。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代代
人久久为功。

分析宁波的科学教育，离不
开宁波的城市禀赋。

宁波是著名的“院士之乡”，
现有宁波籍院士122位，位居全
国城市首位，这为科学教育带来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宁波是制造业之城，拥有单
项冠军企业104家，数量居全国
城市首位；国家级重点“小巨人”
企业66家，居全国城市第3位。

宁波对科技人才有着巨大
的渴求，也为科学教育的协同发
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宁
波系统推进科学教育的步子迈得
比较早。

早在2011年，宁波就在全国
率先启动了“科技校园”工程。之
后，建成了400多个科学探究性
实验室和一批科学特色学校，初
步实现科教资源的贯通式布局。

2015年，“科技新苗计划”启
动实施，至今共开展7期，85名高
校科研院所专家导师、917名学生
参与。

2021年，宁波头部高中学校
开设科技素养大讲堂，利用课后
服务时间，开展拔尖学生初高中
贯通式培养。

2023年，宁波出台《宁波市
“院士之乡”中小学科学教育实施
办法》，制定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立足“大科学”理
念，全面创设课内课后、校内校
外、现实虚拟等多元育人场景，完
善科学教育“4321”工作体系。

“4321”工作体系，即通过实
施科学名师培育、创新实验升级、
社会协同共育、拔尖人才培养等

“4”项重点行动，构建科学教育大
中小、家校社、线上线下“3”个维
度的“一体化”培养机制，实现全
体学生科学素养的大幅提升和拔
尖创新人才的精准发现、高效培
养“2”大目标，最终建成“1”个“院
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开展科学教育需要全社会协
同。市教育局联合市科技局、市
科协、市财政局等部门，成立“院
士之乡”中小学科学教育领导小
组，下设科学教育指导中心，统筹
全市科学教育、竞赛活动、基地建
设、师资引进等工作。

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
年，宁波的科学教育屡获肯定。
去年底，宁波科学教育相关工作
经验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
育工作优秀案例”（全省唯一）；今
年3月以来，宁波“三个一体化”

“四项育人工程”特色工作两次登
上教育部官网。

如今，宁波“大科学”的理念
日渐清晰，并提出了四个“大”的
特色化科学教育体系。

实现“大先生”引领。
2023年，宁波建立“科学副

校长”制度，目前已有7位院士、
200多位教授和500多位科技人
员担任我市中小学科学副校长，
实现全市中小学校科学副校长全
覆盖。去年9月起，每月举行“院
士开讲啦”活动，邀请院士为宁波
师生开设科学课，并通过线上辐
射凉山、库车等协作结对区域，参
与师生已超过1000万人次。

践行“大实验”理念。
强化产业资源与育人场景的

嫁接，宁波拟将新课标规定的48
个学生必做科学探究活动，与港
口物流、智能制造、汽车工业等宁
波特色产业相融合，打造一批社
会化引领性实验室，形成“大实
验”格局。

实施“大活动”牵引。
将教育部自然科学类白名单

活动下延，宁波拟构建“市-县-
校”三级赛事体系，公布市级“一
月一赛”计划，通过常态化科学赛
事活动实现以赛选才、以赛育
才。同时，完善校外资源进校审
核机制，规定科学特色学校50%
课后服务时间用于科学活动。

近三年来，宁波中小学生科
创赛事获得国际级奖项10余项、
国家级表彰100多项、省级表彰
400多项。

推动“大社会”协同。
实施校外资源共享计划，拟

落实“一校一基地”结对制度，推
动每所学校就近结对一个校外科
学实践基地，积极创建全社会、多
主体协同开展科学教育新样态，
实现育人场景从校内到校外的自
然衔接；与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
一批高校建立“大中小一体化”联
合培养机制；推动家校合作，鼓励
开展家庭科学实验，开设符合孩
子认知规律的家庭实验课，配备
专业学科教师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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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背景下做好科学教
育的“加法”，要有理念先进的顶层
设计，要有扎实有效的学校实践，
要有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科学教
师，要有全社会协同的意识，最终，
必然作用在如今的学生身上、未来
的社会发展上。

我们看到，“大先生”引领的作
用开始显现。

陈剑平院士受聘为青藤书院
的科技副校长后，不但自己给孩子
们讲课，更重要的是，他的团队、他
所带的博士生进入校园，开展常态
化科学教育，这对孩子们视野的开
拓必将带来重要作用。

每一次的“院士开讲啦”现场，
孩子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讲，热烈
地提问，最后还围着院士签名合
影，孩子们对于科学家的崇拜、对
科学精神的崇拜，是科学教育中最
重要的一点。

我们看到，在“大先生”引领和
“大活动”牵引下，宁波中学生的科
学探索精神和科学素养得以提升。

镇海中学姜飞羽等3名同学
参加“科技新苗”项目后，在宁波市
农科院专家和学校指导老师的指
导下，通过把大米浸泡阿魏酸来降
低糖分，再通过超高压处理，改变
大米内在结构。他们的目标是既
提升大米口感，又让高血糖患者也
敢于吃米饭。

持续的研究，让他们获得了第
37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后来入选第六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Z世代“Sci-Ter”（科
学青少年），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
面对面交流。

今年4月，他们又参加了在日
本举行的“亚洲青少年樱花科技交
流项目”，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
年开展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

我们还看到，在宁波，无论是城
区学校，还是乡村学校，在大力发展
高质量科学教育的进程中，都在寻
找自己的定位、做出自己的特色。

今年6月，教育部派出专家组
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实
验校进行调研，对宁波的调研由北
京大学教授带队。

宁海县深甽镇初级中学姜春
杰老师，多年来坚持自制科学教
具，带领乡村孩子探究科学的实
践，获得调研专家的充分肯定。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艺术+科
技”的创新实践、鄞州中学大中小
贯通的科学教育路径，都给调研专
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期待，在接下来宁波全力
打造“4个100”工程（培养100名校
内外科学名师、创建100个校内校
外创新实验室、提炼100个科学育
人典型案例、打造100门校内校外
科学精品课）的过程中，能够涌现
更多优秀案例，并辐射至协作组其
他城市。

我们期待，科学教育“让学生
可以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记者 王伟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
时代，科学教育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

从国家政策的推动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
学校的课程改革到家庭
的期待，科学教育已成
为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
话题。

那么，我们为何如
此重视科学教育？宁波
在这方面又开展了哪些
探索呢？

“院士开讲啦”活动现场，王建宇院士为孩子们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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