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我没想到居然有一天自己可以
检查老师们的作业批改情况，这种经
历好不可思议啊！”“今后，我会好好替
同学们传达诉求，继续为学校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11月1日，余姚市
小曹娥镇初级中学706班周敏同学激
动地说。两天前，她和其他19名同学
作为学校首批“学生校长助理”小组成
员，从校长手中接过红彤彤的聘书。

据了解，这19名学生覆盖各个
年级，主要是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
力和理论水平，为人正派诚信，在学
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热爱学校、
关心学校，对学校的机构设置、办学
定位等具有一定的了解。未来，他们
将协助校长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包括
观察班级的教学情况、监督校园的安
全问题、传达学生的合理诉求等。

获聘的第一天，这些校长助理就
没闲着，开始检查各年级的作业完成
情况和老师们的作业批改情况，并填

写相关的作业互评表和自评表。食堂
监督检查是他们履行的第二个职责，
在校长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学校食
堂，积极参与食堂的卫生、安全等检
查监督工作，并踊跃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

706班的周敏感叹：“在检查作业
的过程中，我看到作业本上密密麻麻
的批注，感受到了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与关爱。这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学
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更是与老师共
同努力的结果。我会更加认真地做好
每一次作业，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习成
绩，不辜负老师的辛勤付出。”

校长郑翔表示：“以往学校制定各
项制度都由老师决策，很少能听到学
生的声音。本学期学校组建了‘学生校
长助理’小组，引导广大学生深入参与
校园治理，在学校建设中更具话语权。
今后凡是涉及学生利益的会议，都会
邀请学生校长助理参加，真正实现学
校民意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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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独比拼，每个团队分成三个小
组，每组选择一道题，视4分钟内整个
团队的完成情况而计分。

学科猜谜，一共10题，以大组为单
位，根据5分钟内答对的数量而计分。

“彼此盘问，打一数学名词”“金属之冠，
打一化学元素”“爷爷参加百米赛跑，打
一数学家名字”……有趣的题目却颇为
烧脑，同学们纷纷开动脑筋。

疯狂记“e”考验的是大家对数字的
记忆能力，与很多人熟知的π不同，这
次给出的是大家相对陌生的超越数

“e”。这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也是数
学中重要的常数之一，数学家欧拉曾研
究过它，数学家夏尔·埃尔米特在1873
年证明了e是超越数。活动现场，每个
大组拿到了一份印有e的小数点后100
位数字的试题纸，要求全组同学协作，

在3分钟内记忆小数点后的所有数字，
计时结束到裁判员处背诵，每10位数
字正确即可得1分，若中途出现某位同
学记忆出错，且不能自行更正的，后面
还未查验的同学将不再计分。

“因为是每个人背诵10个数，记忆
出错，就会影响全组得分，所以现场还
是有点紧张的。”一名同学告诉记者。

接力赛跑，赛的不是跑步速度，而
是学科水平。在这个项目的PK中，每组
都需要完成3个任务，每个任务有3道
题，第一题的答案作为第二题的已知条
件，以此类推，看各组在规定时间答对
的数量。

“玩转魔方”环节，每组拿到10个
打乱的3阶魔方，在5分钟内看哪组还
原的魔方最多，其中每一名队员最多拼
2个魔方。比拼结束后，主持人还邀请

每组派出一名选手，上场进行“魔王争
霸赛”，现场气氛非常嗨。

最后的科学实验，考察的是同学们
的动手能力。初中组三项实验，第一项
是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提供的仪器完成
当时大气压的测量，并记录数据；第二
项是利用提供的仪器，组装出一个电池
驱动转动的爱心；第三项，需要同学们
脑洞大开，DIY一个电池驱动物体，展
示自己的创意。小学组两项实验，分别
是电磁大转换和承重大比拼。附加赛，
则是现场24点速算。

“这样的比赛趣味十足，很有意思！
同时也考验团队的协作能力，大家都是
临时组队，都不认识，这点也很有意
思。”随机采访中，同学们纷纷表达了相
似的观点，不管成绩好不好，大家都十
分开心。

“爷爷参加百米赛跑”，打一数学家的名字
这场学科素养大比拼，现场非常嗨

“‘爷爷参加百米赛跑’，打一数学家

的名字。这是谁呢？”“祖冲之，这是祖冲

之！”“对对对，没错！”……

11 月 3 日，镇海区中心学校箭湖校

区的操场上十分热闹，镇海区第二届“小

小科学家”嘉年华活动之“学科素养大比

拼”活动的团队挑战赛在这里举行。

数独比拼、学科猜谜、疯狂记“e”、接

力赛跑、玩转魔方、科学实验，六大活动

轮番上演，操场上不时响起小组间的小

声讨论，还有得分后的大声欢呼。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正如同学们所说，镇海区“小
小科学家”嘉年华活动之“学科素
养大比拼”，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
比赛的题目与组队的形式。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
PK赛的设计综合了数学和科学的
学科本位素养要求，以及对团队
协作能力的考察，将计算、记忆、
动脑、动手等学科素养植入游戏
比拼环节，以嘉年华的形式予以
呈现，旨在通过解决问题激发学
生对学科知识的学习兴趣，养成
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的学习习惯。

关于团队协作，活动采取随
机跨校组队的方式，即每个学校
参加活动的学生编成1—10号，小
学所有的1号组成一队，所有的2
号组成一队，最终组成小学10个
队，初中10个队。每个队伍中，包
含了所有学校的成员。“如此一
来，学校就无须把这个比拼作为
一个很大的压力去额外进行针对
性的训练，孩子们也能够放开手
脚，真正把注意力放到喜欢的事
情上。另外，临时跨校组队需要孩
子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选出组长，
需要他们在陌生的队友间快速建
立协作机制，这种团队合作能力
的培养十分重要。”镇海区教育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李瑛介绍。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钟婷婷 通讯员 蔡立维）10月
30日，由美国纽约州第14学区前学
监Alicja Winnicki、太平洋学院业
务发展总监Han Chang Chi等7位
中小学校长组成的美国基础教育代
表团一行，访问了宁波外国语学校、
镇安小学等宁波的中小学，详细了解
各校的办学特色，并感受校园里的中
国传统文化。

在宁波外国语学校的拾味农场，
代表团观摩了 STEM 劳动实践课
程。现场，蔡立维老师带学生开展实
践教学，有同学基于以往小鸡的孵
化，进行鸡舍改善设计；有同学享受
收获的快乐，挖红薯、烤红薯。初二的
3名同学则用英文介绍了他们上一
个学年的整体探索，从农作物的播
种、照料到收获、烹饪，中间还有同学
们的探究性智创作业等。

在宁外的国际交流中心，代表团
聆听了同学们的“图书馆除湿项目”
STEM课程汇报展示，并逐一点评了
同学们的表现。

课后，中美双方教育工作者围绕
教育理念和实际教学进行深入探讨。
双方还就未来的合作可能性展开讨
论，交换教育创新的思路和经验，深
化双方的理解。

在镇安小学，学生们向来宾展示
了五禽戏、香包制作等中国传统文化
特色课程。在有趣的数学传统游戏课
程中，美国代表团成员纷纷动手，尝试
智力扣、华容道、鲁班锁等中国传统益
智游戏，沉浸在探索的快乐之中。

此次美国基础教育代表团的来
访，为宁波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
新启示。未来，宁波将继续致力于多
元化教育模式的探索，积极推动国际
教育交流合作。

比赛内容很有趣 团队协作非常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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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跨校组建的团队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