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在宁波市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
教师陈少华创建的“21世纪车间”成
为孩子们接触前沿科技的窗口。最
近，他设计的“小蘑菇机器人”吸引了
80多名学生报名体验。这台机器人
不仅能联网调用豆包、DeepSeek等
大模型资源库，还搭载了声纹识别系
统，能精准识别学生的声音。

为了让机器人更吸引孩子，陈老
师反复打磨外观设计，最终用激光切
割机制作出萌趣的蘑菇造型外壳。他
融入了榫卯结构，并在支架处做了加
固，“试验时一压就断，改了好几稿”。
机器人的核心主板、电池、芯片、话筒
和显示屏已提前组装完毕，学生只需
动手完成精密拼接。“开关最难做，精
度达零点几毫米，像高科技拼图。”陈
老师分享道。

这堂课面向小学生，重在“感知
体验”，目前已有80多名学生报名。
陈老师认为，科技教育需分阶段：小
学培养兴趣，初高中转向场景应用，

“产品还要留出迭代空间，一代一代
地进行完善和优化。”

“想让孩子们从科技中学做事，
更学做人。”2019年，陈老师萌生了
公益科普的念头。他与社区合作创立

“21世纪车间”，将STEAM教育与
思政结合。2020年1月首节课“3D打
印福字”便引发热潮——40个名额

“秒光”，孩子们将作品送给长辈，既
接触新兴科技，又传承孝道。

“科技教育必须‘顶天立地’，既
要触摸AI、3D打印等前沿技术，更
要扎根生活。”秉着这样的理念，陈老
师的课程持续迭代，学生的作品也不
断升级：对讲机从300米通话距离进
化到5公里；3D投影仪在能播放立
体鼓楼影像后，还将加入宁波籍科学
家故事。

而最忠实的粉丝莫过于一对母
女。2020年首期课程中，当时还是小
学生的女儿在母亲陪伴下完成了

“福”字3D打印作品，这次启蒙体验
让她与创客空间结下不解之缘。随着
女儿学龄的增长，母女俩又成了“车
间”志愿者，女儿总是带着作业来车
间做志愿服务。

课程每月一期，仅收材料费，以
接龙的形式报名，基本“秒光”。陈少
华说：“兴趣一旦点燃，便一发而不可
收。这就是‘车间’存在的意义。”

以创新实践拓宽科学教育边界

AI时代，他们带领孩子“智造”未来
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科学教育正迎来新的变革。宁波有这样一群基层教

师，他们正以创新的教育实践，重新定义着科学课堂的边界，点燃孩子们的探索热

情。本期科学UP主，来看看这三位老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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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华给学生介绍“小蘑菇机器人”。

史敏敏在学校“创意智造”课堂。

姜春杰 宁海县深甽镇初级中学科学老
师，“全国自制教具能手”。他通过自研自制的
教具，带孩子们玩“打铁花”，给乡镇孩子们打
造了许多令很多城里孩子都羡慕不已的科学
课堂。

孔小利 宁海县金桥小学副校长、科学老
师，被学生亲切称为“孔布利多”的他，用三年
间将大型科学实验秀送进72所校园，用震撼的
视觉实验点燃无数孩子的科学梦想。

孙林杰 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科学老师。
他镜头下的校园无患子树，因生动展现植物生
命历程，成功入选新版小学《科学》教材，让日
常自然成为最好的科学教具。

这些“科学魔法师”，正是千千万万扎根教
育一线、用智慧与热情点亮学生求知之路的教
师缩影。他们用创新实践拓宽科学教育的边
界，用自己的故事证明：当教育真正点燃兴趣，
科学梦想便能自由生长。

“俯下身子，才能听到孩子的创
意。”在宁波滨海新城实验学校，有这
样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凭借着对教育
事业的满腔热忱，对科技教育的执着
追求，为莘莘学子开启了一扇通往科
技广袤宇宙的大门。她，就是北仑区
名师、宁波市优秀科技辅导员——史
敏敏。

身为一名信息科技教师，她在承
担常规教学任务的同时，史老师还积
极探索，勇于创新，带领团队开设了
颇具特色的科技类校本课程——《创
意智造》。这门课程获评浙江省义务
教育精品课程。在史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先后有百余位学生在各类科技竞
赛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而她也多
次荣获全国级、省级优秀指导老师的
殊荣。

“我们的学生从三年级起便可以
选修这门课程，通过三至四年的持续
学习，逐步培养起对科技的浓厚兴
趣，以及创新创造能力，从而为日后
更好地融入人工智能时代筑牢根
基。”史老师在谈及课程设计初衷时，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史老师善于从生活细节中捕捉
教育契机。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史
老师感慨道：“要俯下身子，用心倾听
孩子们的想法，只有这样，孩子们在
科创活动中展现出的才是源自内心
深处的灵魂之作。”

史老师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故
事。有个学生在家中发现浴室的玻璃
镜子常常起雾，给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史老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契机，
鼓励孩子思考解决办法。在师生共同
努力下，一个充满创意的创客作品诞
生了：通过检测空气湿度，安装类似
雨刮器的装置为镜子除雾。在史老师
的课程教学中，这样的实践案例数不
胜数。学生们通过编程技术、数字化
工具、创意想法等去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思维、工
程思维、创新思维等思维能力得到了
显著提升。

面对AI浪潮，史敏敏告诉学生：
“超越AI的关键，在于人类独有的创
意和思维。”她不仅教孩子使用AI，更
引导他们探究原理，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鄞
州区的机器人教育已形成区域特色。而宋诏
桥小学教师胡勤俭就是当地机器人课程的开
拓者之一。

走进宋诏桥小学的体艺楼五楼，一整层楼
的空间被划分为机器人实验室、创客空间、科
学探究室等多个功能区。在教室内，学生正分
组调试各自的参赛作品。五年级学生李书昊熟
练地操作电脑，调整程序参数，他的团队正在
备战今年的省赛。“胡老师教我们不仅要会搭
建机器人，更要理解背后的编程逻辑和物理原
理。”他说。另一位曾在全国赛中获奖的毕业生
回忆：“胡老师的课让我对工程产生了兴趣，现
在我在大学读的就是电子信息专业。”

2004年，胡勤俭在这里创建了鄞州区首
个校内机器人社团。在当时，机器人教育在国
内中小学仍属新鲜事物，教学资源极其匮乏。
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一边自学，一边指导学
生。缺乏实践经验，他就主动联系机器人教具
制造商，前往工厂学习技术，邀请企业工程师
入校培训教师团队。在比赛前夕，为攻克机器
人轮胎打滑的技术难题，他甚至连续工作72
小时。

回忆起早期的探索，胡老师感慨地说：
“那时候连基础的操作手册都很难找到，只能
自己摸索。只有自己先弄明白，才能教学生。”

胡老师的专业素养和务实作风很快取得
了成效。该校机器人队2004年首战即获市级
一等奖，次年更接连斩获省级、国家级冠军。
据统计，胡老师指导的学生累计获得全国级
奖项有15次，其中一等奖5次。如今，学校实
验室里摆满奖杯和模型。

作为鄞州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核心
成员，胡老师还积极参与科普推广工作。2024
年春节期间，由他担任导播的《宁波少年创意
过龙年》节目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展示了鄞
州科技教育的创新成果。

从业二十余年来，胡老师先后获得鄞州
区信息技术学科骨干、宁波市优秀科技辅导
员等荣誉称号。这位非科班出身的教师，凭借
对科技教育的热忱，持续学习前沿技术，并不
断调整教学方法。“科技教育的魅力不就是在
于持续突破吗？”他说，“每次比赛都是新的起
点，而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下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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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魔法师”，你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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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勤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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