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多元探索重构学习场景

这样的科学课 有别于传统课堂

《数、形与抽象——数形结合的简
史》《新一代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和AI
共生：个人AI时代的学习、生活和创造
探索》《远离枯燥的公式与实验！AI重
新定义科学探索》……这些看上去非常
像讲座的内容，实际上是镇海中学每周
一课的“科学家学术课堂”。选修了该课
程的学生，每周一次可以体验到完全不
同于日常的科学课，这些课由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的
教授、研究员、博士生来讲授。

上学期，镇海中学首次尝试，10期
“科学家学术课堂”，带来了良好反响。
本学期，自3月7日开始，第二期“科学
家学术课堂”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在已
经开展的五次课中，西湖大学讲席教授
陈华一、浙江大学教授王宏伟和吴丹、
腾讯2024年度AI行家余一、西湖大学
博士吴卷书，带领同学们从不同角度思
考AI。

吴卷书博士在课堂上有一个小游
戏，是让人和AI比拼想象力（就是编故
事，限定对象是猫，地点是王者峡谷，事
件是救人）。

课后，项驿胜同学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虽然结果是我们赢了，但是AI所写
的十几个小故事也让我感到它很会运
用它知晓的知识。不过它所写的猫始终
是动物猫，而同学中有人提出猫是代
号，也有人提出猫是异世界的兽人猫；
AI所写的王者峡谷是《王者荣耀》这款
游戏的王者峡谷，同学中则有人提出未
来有一个王者峡谷；AI所写的救人是
真的救到了人，而有同学提出猫要救
人，但王者峡谷里没有人，只有角色，所
以救不了人……或许AI只是认为用户
的要求是这样的，所以才这么写，但也
有可能是它的思维没有这么跳脱。或许
AI总是富有逻辑，而不能真的充满不
受束缚的想象力。

“‘镇中科学家学术课堂’是做好科
学教育‘加法’背景下，镇海中学的一种
探索，希望通过科学家的授课，让同学
们接触不同领域的科学前沿知识，从而
发现、确立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为
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埋下一颗种子。”镇
海中学校长吴国平介绍。

把以往零散的科学家讲座变成一
门选修课，这是中学与大学、科研机构
紧密联系，一体化育人的集中体现，也
是别有价值和意义的一门科学课。

当实验室的烧杯与 AI 技术在

课堂相遇，当“科学家学术课堂”变

成一门选修课，当院士的学术报告

与学生的项目提案同台碰撞，宁波

的科学教育正在打破传统学科的

围墙，以多元探索重构学习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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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实问题，开展探究性学
习，是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在科学
教育中，这样的项目化学习正在不同
的学校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

对宁波外国语学校（浙江省八一
学校）的学生来说，每当走进校园图书
馆时，就很容易想起2024年初中部同
学开展的“图书馆书籍保护项目”。

同学们发现，因为地处东钱湖，水
汽较多，学校图书馆中的书籍容易受
潮发霉。那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
题？在科学老师陈赛玲的牵头下，“宁
外图书馆书籍保护项目”于2024年开
始了，从发布任务、自由组队、调查研
究、装置制作，到展示评比，学生参与
项目、主动探究的热情高涨。因为表现
出色，2024年宁波首届科学大会期
间，该项目还进行了现场展示。

刚刚过去的4月10日，海曙区镇
明中心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上了一堂
不一样的科学课。学校举行了“弘扬
科学家精神·探秘智绘月湖——四年
级项目化学习活动暨柴之芳院士儿
童科创活动中心揭牌仪式”。

自寒假开始，该校四年级学生开
展了“月湖Z地图”项目化学习。该项
目以数学中代表无限可能的“Z”为核
心理念，鼓励学生从多元需求出发，
打造功能各异的月湖地图。

从各小组的创意成果来看，有的
聚焦月湖特色景点的数字化呈现，有
的将古代水利系统与现代城市名片
进行串联，有的绘制“月湖赏花地
图”，还有的制作了慢跑地图和数学
地图……

柴之芳院士饶有兴致地观看了
学生汇报，肯定了孩子们“从生活中
发现问题、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科学
思维，还从多方面给孩子们的作品提
供了改进的建议。

4月10日，在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的两个AI实验室里，初中科学教师陈
艺静正带领学生探究导体两端电压
与电流的关系，王泽峰老师带着学生
完成粗盐提纯实验。与传统课堂不
同，这里的实验教学因AI技术的介入
而焕发新生。

老师上课做实验时，AI系统能把
实验操作实时投屏到每个学生的平
板上。后排的同学再也不用费劲踮
脚，就能清晰地看到实验的每一个细
节。不仅如此，批改实验报告也变得
轻松高效。AI通过分析摄像头捕捉的
操作动作、器材使用情况以及实验数
据，准确率超90%，速度比人工批改
快3倍！而且，它还能自动生成学情报
告，精准地帮老师发现学生们没搞懂
的地方。

“与传统课堂相比，这样的课堂
大大提高了我们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通过即时反馈和测评，我能
感受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好像学习动
力更足了，也加深了对实验原理的理
解。”课后，一位同学兴奋地说道。

据了解，宁波艺术实验学校自去
年起升级改造了2个AI实验室，其中
最大的特色就是“即测即评”。学生们
做实验的时候，AI会实时反馈操作问
题，像“酒精灯距离太近”“电路连接
顺序错了”，这些问题都能当场被指
出并纠正。且实验考核的内容不只是
操作，还涵盖原理理解、报告逻辑等
综合能力。

“这种多维评价体系有效减少了
机械记忆，促使学生更关注探究过程
本身。对老师而言，‘即学即测’的方
式，可以及时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状
态，进而调整教学策略，针对性地解
决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困难。”鄞州
区科学教研员陈国军老师说道。

据了解，为强化实验教学改革，
宁波当前正推进科学实验即学即测
项目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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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科学教研员陈国军观摩课堂。

宁外图书馆书籍保护项目在宁波首届科
学教育大会上展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柴之芳在海曙
区镇明中心小学与同学们聊项目化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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