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鄞州区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搭建送教送培平台，提升教师专业技能。自
2024年起，鄞州区教育局启动“名师领航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为新招聘进入的卓越教师
储备人才开展为期三年的师徒结对，由区教
研员担任师父，签订师徒协议，组织系列培训
活动。其中，第一批6位科学教师均毕业于211
院校，还包括一位博士。

3月25日，市教研员丁言君名师工作室
与鄞州区小学科学教研员竺红波名师工作室
联合举办新一届学员开班仪式，新学员包含
来自各区（县、市）的20多名科学老师。“专家
的诊断有着独到见地，站位高远，往往在教学
存疑、困惑的时候，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
竺红波表示，为拓宽教师研修空间，团队积极
联动跨区域工作室及教研活动，整合优质资
源，向市内外名师专家借智赋能。

同时，鄞州大力培育专业化科技辅导员
队伍，搭建各类科技竞赛平台，构建赛事活动
体系，引领区域科学教育发展。鄞州区青少年
科技辅导员协会秘书长徐卫东认为：“科技教
育活动是学生个性发展的重要载体，能与基
础科学课程形成互补，共同促进学生科学素
养的全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教师自发投身科技
教育工作。有的老师自己购买模型套材，有的
利用假期为学生开展公益课程辅导。在这些
教师的带动下，如今鄞州每年有约3.7万名同
学参加近百场各项区级科技活动。

鄞州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科学育人答
卷，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
工程师一样创造。正如一位校长所说：“我们
不是在培养未来的院士，而是在培育每个孩
子探索世界的科学精神。”

鄞州区发布中小学科学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变革正在发生
今年年初，《鄞州区新时

代中小学科学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的发布，

在“院士之乡”的土壤里埋下

了一颗变革的种子。这份提出

“八个一”实施路径的蓝图，正

在通过全区中小学校的实践，

生长出科学教育的创新生态。

记者走访鄞州多所学校

发现，从教育理念的重构到教

学场景的再造，一场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科学教育变革

已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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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非
“育分”。这是鄞州推进科学教育发展
的根本方向。如今，科学教育不是选
拔尖子的竞技场，而是滋养所有学生
的“基础土壤”，这种理念正逐渐渗透
到各所学校。

4月2日，鄞州区江东中心学校
的塑胶跑道上，20多辆“载人探月
车”展开角逐。孩子们通过小组合作，
驾驶着能承载40公斤的“探月车”穿
越障碍物，完成数学趣味题，并依据
计算结果采集“月球土壤”。

为了让“探月车”达到低重量、低
摩擦、高承重的标准，学生们各显神
通。有的用木板或者更轻便的PVC
材料搭建，有的则运用拱形结构分散
压力。“我们把数学课学的勾股定理
用在底盘设计上，还成功制作出全校
唯一电动‘探月车’。”五年级学生徐
司达擦拭汗水，兴奋地分享设计心
得。

“这次活动我们全校发动，共
300多名学生参与。”江东中心学校
校长陈元隆介绍道，“我们跟随国际
STEM教育的前沿趋势，首次将数
学节和科技节进行融合，进一步培养
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

不仅城区学校积极革新，农村学
校也在挖掘自身优势，转变科学教育
思维。

四月初，横溪镇中心小学的科学
骨干教师余经科给孩子们带来了一
堂“农田里的科学课”。

“这个玉米须是帮助授粉的‘小
天线’，彩色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花青
素！”在一片刚撒满五色玉米种子的
农田旁，当余经科老师带着玉米生长
周期科普展板，给孩子们讲解玉米背
后的科学知识时，孩子们惊讶地发
现，科学课堂原来如此生动有趣。

余经科表示：“我们学校农场很
大，但以前主要用来开展劳动教育，
今年开始在尝试项目化研究。现在学
校正在联系专业的农业指导单位，计
划给农场装上智能温室大棚、物联网
监测设备，打造现代化农场，以此提
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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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教育的实践路径上，学校需要跳
出课堂边界，打破围墙，打造‘全域科学教育
生态’。”3月3日，鄞州区教育局副局长李优
治在区中小学科学教育推进会上着重强调。

春光明媚的时节，正是开展校外研学的
好时机，应麟书院抓住这一契机，多次组织科
学教育主题研学活动。3月26日，应麟书院八
年级学生分成三批前往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实
验室、宁波市战略性蔬菜保供基地的智慧农
场、宁波精成车业有限公司的全自动车间，开
展研学。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实验室里，3D打印机
有条不紊地运转，层层堆叠出奇妙的人体器
官模型，给同学们带来了高阶科研的震撼场
景。应麟书院党支部书记王海浩透露，该校通
过整合校外优质资源，积极开展校校合作、校
馆合作、校企合作的“三合作”模式，全方位拓
宽学生的学习边界。周尧昆虫博物馆、宁波气
象科技馆、宁波科探中心等科技场馆，已成为
该校的校外科学教育基地。

堇山小学校园里，科学教育氛围同样浓
厚。“现在的空气温度22℃，昨天最高温度
30℃，今天早间多云天气，高积云为主。”4月
8日上午，在堇山小学的校园气象站，一群“娃
娃观测员”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还有学生在人
工观测百叶箱前认真记录空气温度、湿度数
据，他们各自轮流交换岗位确保数据准确。

“当孩子们习惯用数据分析天气，科学就
变成了生活语言。”堇山小学科学老师王修团
说，“气象科普是我们学校的科学教育特色项

目。最近，学校正在开展第七届‘气象五小’科
普活动，同学们通过观测每日气象、制作气象
观测工具等方式，进行科学探究。为期一个月
的活动，学校通过家校社协同，打破了学习边
界。”据了解，该校还与宁波市气象局、鄞州区
气象科技馆等共建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
参与台风预警模拟、气象主播体验等活动。

邱隘中心小学则借助鄞州科普地图，拓
宽科学教育新场景。4月6日，邱隘镇中心小
学四年级学生“打卡”鄞州科普地图上的千工
甬式家具博物馆。同学们在学习榫卯结构后，
相互协作，不断尝试，最终成功拼出木凳，成
就感满满。“原来小小的榫卯里蕴含着这么大
的学问，真是太神奇了！”王欣瑶同学不禁感
叹道。

据统计，鄞州全区已建立了61家校外
科学教育基地，涵盖自然科学、民俗、文教、农
业科普基地等六类科普场馆，其中不少已纳
入鄞州科普地图。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已
超过7万人次中小学生通过科普地图开展主
题探究。

2024年，鄞州区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中
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作为宁波市唯一获此
殊荣的区（县、市）。今年初发布的《鄞州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中，明确提出“落实一个基地，深化理
论实践结合”“利用一张名片，打卡鄞州科普
地图”等“八个一”实施路径。记者采访发现，
不少基层学校正依据这份计划，着力破解科
学教育中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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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溪镇中心小学的“田间科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