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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
者 钟婷婷）“原来汽车的发动机系统
是这样的啊！”4月14日，在宁波科学
中学的汽车实验室里，一群初中生正
围着被完全“解剖”的汽车发出惊叹。
这个总面积近100平方米的新型教学
空间，摆放着三辆汽车，均由吉利汽
车提供。参观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
汽车的内部结构，让抽象的物理原理
变得触手可及。

因地处前湾新区，宁波市科学
中学与吉利汽车携手打造“汽车实
验室”。除校内这一空间外，吉利汽
车所在的产业实景实验室也成为该
校校外“共享实验室”，定期接受学生
到企业进行科创实践学习。这样的

“共享实验室”，在宁波已有54个，且
还在增加中。自去年起，宁波科学教
育启动校外“共享实验室”建设项目，
将单项冠军企业的实验室、高校科研
院所的科学平台，转化为中小学科学
教育的“超级课堂”。

作为教育部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
实验区，与全国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数量破百的城市，宁波正在开
展一场科学教育的“破壁行动”。

“共享实验室让学生能在真实环
境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
对校内传统实验室教学功能的有益
补充。”宁波市教育服务与电化教育
中心许炎桥表示。企业变成教育场
所，工程师有了新的身份，“共享实验
室”让科学教育有了更多可能。

距离鄞州区东南小学不到2公里
的音王集团，有个全新打造的智慧教
室。3月26日，东南小学的老师带着
学生来这里上课，大家一边动手组装
蓝牙小音响，一边对比专业音响的剖
面结构。“声音传播的知识不再抽象，
扬声器的振动频率可以直接触摸。”
一名四年级学生课后兴奋地说。

“这不是简单的场地共享，而是
在践行‘大实验’理念下，教育与产业
链的深度融合。”宁波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除了科技智造类企业，
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也已纳
入师生科学实践范畴。

在奉化区溪口中学，浙江药科职
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带着中学生
研究水蜜桃的保鲜技术；宁波市孙文
英小学与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
合作开发科技创新类课程……这种

“大手拉小手”的机制，正在重塑基础
教育的形态。

共享实验室的背后，是宁波对科
学教育本质的重新思考。“我们要让学
生从小就能触摸到真实的科技创新现
场，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源头活
水。”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自2023年提出开展实
验教学“强基”、工程教育启蒙、

“英才计划”扩面等系列行动，如
今已形成校内校外共融共建的中
小学科学教育新格局。我省的杭
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绍
兴市越城区、台州市椒江区入选
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
名单。

研讨中，宁波、温州、杭州、金
华四个地区代表分别作了全国实
验区建设分享。从各自的分享来
看，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特色。

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何倩以
“跨界”“聚能”“共生”为关键词，
介绍宁波如何形成校家社一体的

“大科学教育”新格局。
科学教育是保障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重要
基础，而优质资源供给则是科学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
当前学校教育的相对封闭性导致

校外的大院大所、高端高校、高精
尖企业中的科教资源没有直接服
务学生成长，存在科教资源不融
合、科教氛围不浓厚、科教方式不
贯通等问题。城乡、区域、学校之
间的资源供给也存在明显差异，
致使大量优质科教资源浪费或无
法有效利用。

对此，宁波打破校内外资源
壁垒，推动科学教育从中小学“单
兵作战”向全社会“协同共进”转
型，形成“大科学教育”格局。宁波
充分发挥“单项冠军”企业之城优
势，启动校外“共享实验室”建设，
首批54家企业创新实验室纳入建
设名单。

同时，全市三年内重点培育
100个科学名师、100个创新实验
室、100 个科学育人典型案例、
100个精品课程，并设置激励资
金。通过落地“4个100”工程，激
发整个区域及学校发展科学教育

内驱力。
温州实施“双塔行动”，杭州

推行“加法思维”，金华探索“实验
室跃变”，各实验区通过差异化路
径共同指向科学素养提升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全面地
考察和评价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科
学探究能力，杭州结合AI分析技
术，对学生实验操作进行量化评
价，这样的课堂教学新范式也得到
了老师的一致支持。“现在杭州有
90%以上初中科学教师在课堂上
运用实验操作量化评价，以此进行
课堂教学改革。”杭州市基础教育
研究室初中科学教研员金京生说。

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
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强在点
评中指出，浙江各实验区的创新
实践为国家科学教育发展提供了
宝贵经验，期待浙江在人工智能
时代持续发挥引领作用，为国家
战略人才培养贡献智慧。

施一公院士等教育专家齐聚宁波
共绘“大科学”教育蓝图

浙江省加强科学教育专题研讨活动于

4月16日在宁波举行。

本次研讨活动由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主办，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鄞州区教育局

承办，以“‘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科学教

育”为主题，汇聚全省各区（县、市）教育部

门负责人，实验区、实验校代表，以及来自

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共商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张培坚

“我国基础教育优势显著，但
创新人才培养仍存短板。”作为本
次研讨活动的特邀嘉宾，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通过丰富的教学研究案例，深入
剖析创新本质：“什么叫创新？从0
到1的突破才是真正的创新，而1
到1000的集成发展不是创新。”
引发现场嘉宾的热烈讨论。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何东
涛说道：“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全力推动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走

深走实，为浙江学子插上科学创新的
翅膀，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据悉，施一公院士与宁波科
学教育渊源颇深，曾于2023年9
月受邀参加宁波“院士开讲啦”首
期讲座。这一合作正是全省科学
教育资源统筹与协同发力的缩
影。据介绍，全省已免费开放1055
家科普教育基地，并组建了包括
施一公、潘建伟等知名院士在内
的1560余人科技专家团队，为全
省6500所中小学校提供优质科

学教育资源，全方位激发青少年
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究力。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白红霞
表示，要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夯实学校主阵地作用，
着力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和科
学素养；

二是用好社会大课堂，组织学
生走进高科技场馆开展实践学习；

三是推进实验区建设，鼓励
基层大胆创新，打造可复制的科
学教育样板。

建成54个共享实验室
宁波科学教育
开展“破壁行动”

多元协同：实验区探索科学教育新范式

院士领航：施一公阐释创新人才培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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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院士。

鄞州区东南小学联合音王集团
打造“共享实验室”。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