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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进了国家集训队以后特别高
兴，有点做梦一样的感觉。”镇海中学的林致铖
这样形容进入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
后的心情。

去年12月1日，2024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决赛）闭幕式在镇海举行，这是宁
波首次承办该项全国顶尖赛事，也是对宁波科
学教育的一种肯定。我市12名选手代表浙江队
参赛，2人入选国家集训队，8人获金牌，4人获
银牌。与上年相比，增加金牌2枚，银牌1枚。林
致铖、田俊峰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保送资格，
其余10人均获清北强基破格入围资格。

而在2024年的高中五大联赛中，宁波共有
6名同学进入国家集训队，其中数学2人，化学
2人，生物学1人，信息学1人。

五大学科竞赛之外，还有不少学生在各项
赛事，以及国内国际的大型活动中脱颖而出。

去年10月25日至27日，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在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
就生命科学、智能科学和物质科学等进行前沿
探讨之外，还遴选了100名科学青少年参与相关
活动。镇海中学的史亭媛和邱奕博同学正是通
过选拔的其中2人。他们聆听科学家的报告讲
座，抓住机会向科学家提问请教，还在科学T大
会桌布论坛中，与科学青少年一起积极探讨。

能够被选中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得
益于两人此前在科技新苗活动中的出色表现。

2024年，宁波继续以赛事引领、项目衔接、
学段贯通等方式，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立体矩阵。

赛事引领方面，完善市级“一月一赛”机
制，引导学生根据特长兴趣精准选择，促进“一
生一特长”。学生参与科学类活动赛事的积极
性不断提升，参赛项目不断丰富，科学类竞赛
活动的土壤不断优化。

项目衔接方面，“科技新苗”“英才计划”等
品牌项目持续推进，利用西湖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市农科院等区域优质
资源，由导师带领学生开展为期一年的科学课
题研究，共享高端实验场所。

学段贯通方面，高中学校通过强基招生、
特长生招生等自主招生方式，对拔尖创新科技
特长学生设置升学绿色通道，对宁波科学特色
学校单列科技特色班与特长生招生计划。这些
学校向上拓展高校资源，向下辐射初中小学，
从而实现大中小一体化培养机制。

唤醒孩子们的
好奇心探索欲

2024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中小学科学

教育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加

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是党中央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站在国家民族兴

旺发达、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他同时表示，中小学

科学教育正迎来难得历史机遇。

回望刚刚过去的2024年，宁波的

科学教育在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擦亮“院士之乡”

科学教育品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全市中小学生国家级以上科技类

获奖人次比上年增加30%，相

关工作经验5次被教育部

专题刊发推介，2次获教

育部领导肯定性

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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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徐星院士要来宁波做讲座，而
且是讲我最喜欢的恐龙主题时，我马上就报名
了。”去年10月份的“院士开讲啦”活动当天，
来自储能学校的丁跃洋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恐
龙版”《清明上河图》带到现场，得到了徐星院
士的点赞。徐院士在给丁同学签名时题词：科
学与艺术，奇思与妙想。

之后，12岁宁波少年丁跃洋的故事登上了
央视《新闻直播间》。这样的经历，坚定了丁跃洋
对自己所做事情的信心，他说：“未来，我想成为
动物学或者古生物学这一类的研究员或画师。”

这是发生在“院士开讲啦”活动中的一个
故事。作为宁波打造“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的一个重要举措，“院士开讲啦”活动平均每月
举行一期，大先生引领下的科普教育让诸多中
小学生受益，很多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了科学
家精神的可贵。

过去的一年里，宁波校家社协同发力，营
造科学教育良好环境，共同助力学生科学素养
培养及提升。

校园里，一批创新实验室、创客教室、
stem教室等新型教学空间建成投用，AI加快
赋能课堂教学，初中科学实验即学即测模式正
在探索。

校园外，“一校一基地”“共享实验室”等制
度的实行，让孩子们有机会走进高校、科研院
所、高新企业的实验室以及实践基地，开展科
学实践活动。来自市教育局的数据，2024年各
基地开展科教活动12000余场次，参与学生数
达到28万人次，学生覆盖面接近40%。

家庭方面，随着几次“小小科学‘家’”评选
活动的推动，一批家庭因地制宜为孩子搭建了
家庭实验室，让孩子们在家里随时都能进行科
学探索。如李於言同学的家庭昆虫实验室，通
过网络科普吸引粉丝超过30万，有的昆虫视
频点击率超过1000万。

成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并
担任协同组组长单位，召开宁波市首届中小学
科学教育大会，邀请“英雄航天员”桂海潮出
席，发布《宁波市建设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
三年行动计（2024-2026年）》，持续推进科学教
育“4321”工作体系……2024年，宁波科学教
育持续发力，科学教育品牌彰显成效，相关工
作经验5次被教育部专题刊发推介。

实验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培养学
生好奇心、求知欲、创新精神、动手能力的重要
途径。科学的评价方式，不仅对实验教学，而且
对科学教育也意义重大。宁波聚焦“实验”短板
靶向发力，积极探索中小学实验教学变革与评
价方式转型，通过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
系统布局与机制创新，将科学实验操作测试纳
入中考体系，有效促进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和创
新实践能力发展，构建起新质生产力赋能科创

人才培养的“大实验”格局的做法，获教育部领
导肯定性批示。

同样获得批示的，还有宁波作为全国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区第16协作组组长单位，带领
组内成员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在机制、课程、师
资、活力四领域创新合作范式，聚力打造科学
教育实验区中西部协作共进样板的系列做法。
2024年11月，拉萨考察团一行16人专程赴宁
波参观调研科学教育工作，他们肯定道，宁波
之行为他们开展下一步科学教育工作打开了
思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接下来，宁波科学教育将重点推进“4个100
工程”建设（以大先生引领培育100位科学名师、
以大实验支撑打造100个创新实验室、以大活动
牵引培育100个育人案例、以大社会协同锻造100
个科学精品课），建立数字化督查机制和专业化
指导机制，全力打造全国“科学教育高地”。

多点突破
拔尖创新育人有成果

多次被教育部点赞 品牌效应显现

协同发力
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科学教育

B

C

2025年1月3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院士开讲啦院士开讲啦””活动现场活动现场，，同学们和徐星院士合影同学们和徐星院士合影。。记者记者 张培坚张培坚 摄摄

进入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的林致铖同学。记者 张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