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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陈嫣然 通讯员 洪涛）讲好甬籍科学
家故事，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第三届
宁波市“小小科学家精神宣讲员”选拔
展示活动4月5日正式启动啦。

本届选拔展示活动由宁波市科
协、宁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面向宁
波全大市小学生开展，选手可通过查
阅资料，学习了解一位甬籍科学家或
在甬科学家的奋斗故事，并整理成宣
讲稿，以演讲的方式呈现，弘扬科学
家精神。

最终参与汇报展示的选手，将有
机会获得专家团队一对一辅导，并走
进宁波市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学
校、社区等地进行宣讲活动，使更多
人感受宁波这座城市科创精神的熠熠
光辉。

●参赛对象
全市在校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统

一组织报名，每个学校不超过5名学生。
●申报要求
1.申报参加初赛的作品以视频的

形式提交，要求：声音洪亮、画面稳定、
手机横屏拍摄、视频成品为MP4格式，
大小控制在150M以内。

2.稿件中的宣讲人物须自行选择
任意甬籍或在甬科学家，可通过网络
搜索、实地了解科学家故事，也可参考
附件书籍，不得杜撰。

3. 讲述时，以朗读、朗诵、讲故事
等有声形式展现出来，展现时间不超
过5分钟。

4. 初赛视频以演讲内容、语言表
达、整体把握、仪表风貌等综合打分
排序，视频拍摄制作技术不作为打分
依据。

5.每个作品可申报1名学生、1名
指导老师，每个学生限申报一个作品。

6.往届活动获奖选手如再次申报，
需选择与往届获奖作品不同的宣讲人物
和内容，提交重复作品将视为无效申报。

●评选方式
评选分为初赛、决赛、汇报展示三

个环节。
1.初赛：以视频海选的方式进行，

组织初赛评委对提交的视频文件进行
逐一评选，择优选出进入决赛选手。评
选日期：4月26日-5月6日。

2. 决赛以线下比赛+科普知识笔
试的方式进行，决赛评委根据选手现
场综合表现进行打分，评委打分（占
70%）和科普知识笔试（占30%）得分相
加作为选手最终得分。决赛日期：5月。

3. 汇报展示将录制活动视频，在
市级主流媒体上进行展示以扩大影响
力和受众面。展示日
期：7-8月。

●奖项设置
活动设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若干
名，奖项名额根据决
赛入围选手数量按
照相应比例评选。

近年来，宁波充分发挥“院士之
乡”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中小学科学
教育改革，推动了课内课后、校内校
外、线上线下的科学教育“一体化”
发展。论坛上，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
何倩，鄞州区副区长刘云桂，华师大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陈伟
忠分别从市、区、校级层面分享了

“宁波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论坛上，何倩从夯实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特色、
突破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三个方面，
介绍了如何打造“院士之乡”宁波科
学教育品牌的路径。

在打造高质量发展特色方面，
宁波充分发挥了“大先生”引领作
用，践行“大实验”理念，实施“大活
动”牵引，推动“大社会”协同。比如

建立“科学校长”制度，聘请一批院
士等成为中小学科学副校长；举办

“院士开讲啦”活动，邀请知名院士
对宁波学生言传身教；引进科研院
所、高新企业顶尖人才作为学生科
学教师兼职导师，实施“一校一基
地、一生一特长”行动，推动每所学
校就近建立科学实践基地等。

刘云桂表示，鄞州一直秉持“大
科学”教育理念，以“区域统筹、小初
衔接、错位发展”的思路，构建科学
教育体系。“华东师范大学是鄞州区
的多年盟友，此次论坛在鄞州举办，
是对鄞州科学教育的极大肯定和鼓
舞，必将促进鄞州科学教育取得更
大的发展和进步。”刘云桂说。

陈伟忠从学校自身特色出发，
介绍了该校通过艺术、科技、综合实

践课程，探索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路径，
他表示：“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不仅是
数学、科学学科领域的加法，还要向语
文、体育、艺术等各学科做加法，全方
位、多视角地培养科学素养。”

此次论坛，参会人员还参观了
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的艺创中
心，并给出了高度肯定。上海申创教
育发展中心荣誉理事长凤慧娟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宁波的学校，看
到学校为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科学
素养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空间，我表
示很惊讶、很佩服。我相信这对孩子
们今后的兴趣发展会产生深远影
响。现在大家都很重视科学教育，但
学生如何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
学校如何加强实践，是需要我们思
考的，希望学校再接再厉。”

全国专家学者齐聚甬城
共话“科学教育”

4月2日，一场以“着力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构建贯通联动育人体系”为主题的基础教育论

坛在宁波鄞州区成功举办。来自全国的教育专家、学者、校长齐聚一堂，聚焦如何在“双减”下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探讨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此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集团主办，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承办，华师大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唐玉光主持，各位专家学者为“科学教育”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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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话“科学教育”。

拔尖创新人才有何特质？
论坛现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集团、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
心、上海科技馆、上海申创教育发展
中心的专家学者，围绕“科学教育”，
分享观点与经验。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是第一
个主题报告的发言人，他在《为创新
而学》主题报告中指出，目前，培育
拔尖创新人才是科学教育的核心问
题。而这些拔尖创新人才有三个共
同的特质：第一，特别自主，有行动

力；第二，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
很专注，形成了超越常人的知识富
集和能力特长；第三，特别有韧性，
能坚持。

他通过各种科学研究和科学家
案例表明，富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拥有
丰富多彩的个性化人格，“取得巨大
成就的拔尖创新人才，有的很聪明，
有的看上去笨笨的。所以，无论考试
成绩好坏，都能培养这三个素养。这
是教育真正的价值与力量。”

倪闽景通过对创新人才的特质
分析，阐述观点：创新人才的培养需
要教育多样化的行动。

“如果教育永远是希望孩子考
100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孩子
们都考100分，都完美，意味着孩子
学的知识是一样的，思考方法是一
样的，这些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好
的科技人才，但在创新方面就被扼
杀了。多样化的行动是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本质与方法。”倪闽景说。

中小学校如何加强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

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的重要基础，中小学校的科学教
育质量对培养学生科学素质至关重
要。如何加强中小学校的科学教育？

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首先阐述了科
学教育的特征，科学教育存在的一
些短板，并对学校如何做好科学教
育提出了四点指导意见。他认为：

“学校要落实科学教育，要用好课堂
主阵地，要开齐开足实验课，要倡导
项目制学习，要培养能胜任科学教

育的老师。”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陈玉琨

建议基础教育学校可搭建以下课程
体系：扎实高效的基础课，持续迭代
的拓展课，注重发展的探究课，寓教
于乐的活动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大
二附中校长周彬分析了“教材思维”
的利与弊，他说：“在传统学科教育
上，学生容易通过教材固化知识，从
而固化思维，约束自己的想象力和
探索勇气。”作为一名中学校长，他
以自身经验，提出了“走出学科、走

向科学、走近科研、走进科创”的中
学科学教育路径。

此次论坛吸引了不少宁波地区
的校长、教师前来学习观摩。潘火实
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颜军岳表
示：“整整一天都沉浸于‘科学教育’
前沿理论的润泽中，专家学者的彼
此表达，相互碰撞，使我们对‘科学
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深厚的
理解，也提升了自身的学习力和思
考力。有收获，有思考，有激励，更有
信心，对未来科学教育发展更充满
了期待。”

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宁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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