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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画既要有大胆的想象，也要

有科学依据，是未来可能实现的梦

想。”日前，在芦山县龙门乡隆兴中心

校，六年级学生叶子荣向记者介绍他

的获奖科幻画创作过程。在这所被省

科协授予“四川省科幻特色示范校”、

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获大

奖的农村学校，许多学生都有自己的

科学梦想。

“青少年要敢于有梦。从《西游记》

到凡尔纳科幻小说，飞船、潜艇今天不

都有了吗？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

读书，才能梦想成真。”这是2013年芦山

地震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兴中心校

看望师生并参加主题班会时对孩子们

的寄语。从此，“梦想”成了这所农村学

校师生的座右铭。灾后重建中，该校确

定了创建“农村科技创新教育特色学

校”的方向。

相较于城市学校，农村学校的科学

教育在社会资源和家庭教育等方面存

在短板。如何实现科创梦想？校长徐斌

介绍，在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学校

既“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先进经验，又

基于乡村实际，充分挖掘本土资源，探

索形成自身特色。

利用乡村土地优势，该校将科学教

育与劳动教育结合，打造出6亩科技种

植园，让学生经历“参与性种植—体验

性种植—学习性种植—研究性种植—

创新性种植”过程。

6月，学生种植的生姜突然叶片发

黄，科学老师王国武让学生通过网络和

书籍调查原因。各小组出现了不少分

歧：有的说是缺营养、有的说是雨水太

多……都有道理，听谁的？通过实验来

验证！最终，经过大约十天的对照实验，

同学们证明了叶片发黄是因为湿度过

大、温度过高导致。随后，通过排水和覆

盖遮荫布，生姜叶重新变得绿意盎然。

伴随着植物的成长，学生的探究能力与

日俱增。

隆兴中心校还把科学教育与学生

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科学教师文

武看来，科学课虽然有教材，但科学教

育不能照本宣科。师生通过追踪村社

垃圾站中垃圾去向，探究垃圾处理现

状与未来；当地山上的溶洞、杜鹃林等

也成为学生的“科考站”……“生活处

处有科学，利用学生身边的教育资源，

能让他们对科学产生更深的兴趣。”文

武说。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学科学、用科学

的积极性，该校在科学课之外，还鼓励

学生申请科学课题，只要课题被导师确

认，就会得到学校支持和导师全程指

导。

同时，该校师生常常就地取材开

展校内甚至班级内部的科创比赛。在

不久前六年级开展的“谁的水钟更准”

比赛中，学生刘思婷和搭档周晗瑶获

得一等奖。她们在家中利用废旧水瓶

和笔芯，经过多次实验，成功制作出参

赛水钟。比赛夺冠了，刘思婷心中却产

生了更大疑问：“时间到底是一种怎样

的存在呢？”

“科学教育目的不仅是教给学生科

学知识，还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

力，培养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学生

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文武说。

经过因地制宜的探索，隆兴中心校

成功实现了创建“农村科技创新教育特

色学校”的梦想，科学教育也给该校师

生带来了很大改变。六年级班主任周梦

雯表示，科学教育对学生思维影响很

大。“学生不再只会答题，他们更会思

考、更会提问了。”

对此，徐斌也深有感触。一次，她看

到几个学生埋头在操场一角，走近一

看，原来是在观察一只昆虫，他们讨论

着昆虫的腿为什么这么长、这么细，却

跳得那么远。……最后，他们带着问题

找到了科学老师。“许多我们习以为常

的小事，却能引发学生的好奇与探究。”

徐斌说，这就是科学教育的意义。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

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

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

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

的青少年群体。“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大

科学教育力度，为更多孩子编织科学的

梦想，引导他们从小既仰望星空、又脚

踏实地。”徐斌说。

本报讯（梁成刚）为激发青少年好

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青神县教体局深入推

进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鼓励青少年

积极参与科学体验和科技创新，不断

提升青少年科技创新素养。

培育科技教育“生力军”。近3年引

进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

教师17人，遴选20名教师开展“人工智

能教育教学能力认证培训”并取得资格

考试合格证；实施“国培计划”“暑期教

师培训计划”等项目，邀请专家、学者进

行专题讲座，选派教师外出学习；开展

送教下乡、学科工作室研讨、教学技能

竞赛等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科创教学能

力。

建好科技教育“主阵地”。开齐开

足开好科学、物理、化学、信息科技等

课程，对实验教学实行“公示”制度；制

订《青神县中小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方案》，组建科创班23个，通过自编课

程内容、选用符合学校和学生实际的

现成教材、购买网络课程资源等方式，

细化课程和课时设置，增加实践活动

环节，强化过程监管。坚持“一校一品”

特色发展，建成科普画廊、创客活动

室、科技馆等7个，设置科普宣传栏12

个，为学生开展科技活动提供必要场

所和条件，营造科技氛围。

唱响科技教育“主旋律”。建立中

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工作室，成立科技

创新教练师资团队，设置编程、小牛

顿、无人机、机器人等科创社团29个，

开展“双师”型教学，利用“5+2”延时服

务和假期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活动。开

展社会调查研究、科技手抄报展评、科

普小论文评选、主题宣讲等活动，将优

质科普资源引进校园，让学生走进科

技前沿，体验科学奥妙，调动学生学

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参加

科创比赛，提升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

能力。

本报讯（郑四华）日前，广安市武

胜中心中学采取三措并举抓实青少年

科技创新工作，强化氛围营造，弘扬科

创精神，播种科创种子，培育科创新

苗。

加强科普宣传，营造科创氛围。充

分利用校园广播、橱窗、黑板报、集会、

班会等形式加大科普科创宣传力度，

让科技创新扎根校园。开展校园科创

艺术活动，展示学生科技创新、文学创

作、艺术创造等方面成果，大力营造青

少年科技创新氛围。

促进科教融通，播种科创种子。抓

实抓好生物、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

学科的课程教学，立足学科领域，做好

科学实验，讲好科学家故事，弘扬科创

精神，并在学生心中播下科技创新的

种子。要求教师要善于从深入浅出的

层面，讲明白学科领域的重难点知识、

揭示科学实验现象，增强学生科创信

心，护好科创种子。

搭建科创平台，培育科创新苗。组

建科创兴趣小组，扎实开展科创活动，

安排科技辅导员加强对学生科技创新

的指导和帮助；鼓励学生仔细观察生活

中的科学现象，尝试用所学科学知识阐

述现象发生的原因；组织和指导学生开

展科技创新活动，制作蕴含科技含量的

小手工作品，增强学生科技动手能力；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开阔科创认知视野，增强科创

后劲。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 摄影报道）
12 月 1 日，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以下简称“川大附小”）举行第十四

届“儿童与生活”模拟72行综合实践

课程，全校学生扮演不同的行业角

色，获得职业体验。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自产

自销的米糕，一个 5 元。”在学校操

场，三年级2班的学生在“丰收田园”

主题摊位上招揽“顾客”，不少其他班

级的学生和家长纷纷前来购买米糕

等农产品。

该班学生家长张女士介绍，结合

三年级“现代农业”这一综合实践课

程主题，该班在学校外面包了一亩

田，学生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亲身

体验了水稻种植、收获的全过程。“水

稻收获后，我们把大米制成米糕，由

孩子们在摊位上售卖，所得收益将作

为班费。”张女士说，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角色从孩子的陪伴者变为了

学校教育的参与者，实现了家校的

“双向奔赴”。

“从2000年开始，我校探索实施

模拟 72 行综合实践活动，并由活动

发展为课程，让学生寻找一个岗位、

模拟一个角色、体验一分成长。”川大

附小德育处副主任殷秀娟说，72 行

课程以体验职业角色为切入点，不同

的学段实现不同的培养目标，让学生

在课堂内外快乐体验，在“小学校”中

感受“大社会”。

具体而言，低段的学生进行售货

员等角色体验，能够完成一些较为简

单的社会活动；中段学生逐步参与生

产服务劳动，在小组合作的项目式学

习中提升沟通合作能力；高段学生则

更加注重履职与敬业、管理与协调，

通过社会调查、参观访问，提升判断

是非与组织协调的能力。

在六年级3班的摊位区，学生自

己设计的科技主题徽章、笔记本、帆

布袋等文创产品让人眼前一亮。班主

任张兰介绍，整个班的同学分为了设

计组、采购组和销售组，学生有分工，

老师也有配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我教的是语文，给学生传授了一些

制作宣传广告的技巧；学生在数学课

堂上学会了成本和销售额的计算；学

生还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用唱歌等

方法吸引顾客。”

“在72行课程中，每个学生都有

属于自己的岗位，结合科技、环保、健

康、智能时代的特点，创新多种经营

方式，开展现代行业体验。”川大附小

副校长王宁表示，72 行课程撬动了

学校课程的全面改革，形成了学校独

特的育人文化。下一步，学校将继续

在“生活的课堂”中提升学生的核心

素养，促进学科融合和家校社共育。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压减作

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

生作业负担过重？该如何改进？这些

问题都需要科学、持续的跟踪监测

才能予以回答。

成都市青羊区自2012年开始在

全区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

担跟踪监测，期间无数次修订监测指

标、完善监测程序，并通过监测数据

的分析与报告为减轻课业负担、提升

教学质量提供丰富有效的建议与对

策。2021年，“双减”政策颁布后，青羊

区聚焦作业负担，进一步优化完善了

监测指标，从多维度、多角度、全链条

对青羊区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作业负

担进行了监测，为有效落实“双减”政

策保驾护航。

多维度设计指标。指标是监测

评价的核心。青羊区在充分吸取近8

年课业负担监测的经验基础上，进一

步全面分析解读最新政策文件要求，

力争从多维度科学设计监测指标。客

观表现与主观感受并重。“双减”减轻

的是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是否过

重，除了需要客观地看作业所消耗的

时间及承载的作业量，还要综合考量

学生的主观感受。因此，青羊区在设

计学生作业负担监测指标时，注重从

客观表现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来衡

量。在客观表现方面，主要包括作业

完成时间、完成方式等内容；在主观

感受方面，主要包括作业效能、作业

负担等内容。结果呈现与过程要素并

行。为了准确掌握学生作业负担过重

的根本原因，在指标设计中还结合教

育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

理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诸

多作业管理的过程要素，让作业负担

监测更加全面立体，例如作业设计、

作业布置、作业批改与评价、作业反

馈等内容。

多角度收集数据。在指标设计

的基础上，青羊区在监测评价实施过

程中，强调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多

角度收集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深

入和科学。学生、家长和教师三方互

证。为了尽可能全面了解数据，青羊

区学生作业负担监测样本为全区义

务教育阶段所有学校五年级和八年

级全体学生、家长和教师。来自三方

的数据，能够互相对比、互相印证，达

到三方互证的效果。量化数据与质性

文本双线并举。量化数据虽然能够从

整体上反映现状和水平，但在针对个

体以及深层次原因的了解上还有不

足。因此，青羊区每年除了通过面上

问卷调研之外，还会结合日常教研活

动对学校的作业本等文本进行抽查

和分析，以此更为深入、真实地了解

学生作业负担情况。

全链条反馈应用。指标设计、过

程实施、结果反馈、行为跟进构成了

监测评价的全链条。青羊区依托省级

课题“学生发展监测评价结果反馈与

应用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优化完

善了学生作业负担监测结果反馈与

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区域整体把

握，以预警机制全面减负。在作业负

担监测数据收集结束后，形成区域性

的监测总报告，对其中的红线问题、

关键问题、普遍性问题，形成预警机

制，引起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学

校和教师的共同关注，合力突围。例

如，经过监测，青羊区学生普遍反映

“书包过重”，针对这一问题，青羊区

教育局发起了“书包不回家”的倡议，

即在校参加课后服务并完成了作业

的学生，在获得老师同意和家长支持

的前提下，周一至周五期间，放学后

书包可不背回家。该项倡议在6所小

学试点实施，并且得到了差异化优化

完善，后来推广应用到全区。学校定

点突破，以专项教研问题改进。学校

层面根据区域提供的反馈和预警，明

确自身核心问题，并通过专项教研活

动解决问题，实现改进。

【本文系成都市社科联（院）“教
育综合改革试验基地”成都市青羊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作业监测项目成果】

通江县
校长网上学法成为新常态

本报讯（王胜红 向萍）“今天你登录学法考

法平台学习了多久？做了几份试题？得到了多少

学分？”自今年4月全省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考法工作以来，网上学法已成为通江县校（园）

长之间的新话题。

通江县共有85名校（园）长参加学法活动。

据悉，在刚结束的年度学法考试中，校（园）长合

格率达100%，平均得分88分，3人获得满分。

为全面提升各级各类学校法治化水平，自

2022年开始，通江县教科体局依托全省国家工作

人员学法考法平台，组织校（园）长学法考法，推动

依法治校示范校建设。截至目前，创建省级依法治

校示范校2所、市级依法治校示范校16所。

“学法考法已成为我们校（园）长工作的新

常态。通过两年的网上学法，我不但全面了解了

法律法规，还重点掌握了教育方面的法律知识。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坚持以法律滋养育人初

心、以法治引领育才使命，继续提高依法治校、

依法决策的能力，全面推动学校治理能力现代

化。”铁溪小学校长王利华说。

前锋区
“三化”推行学校劳动教育

本报讯（张咪）近年来，广安市前锋区教科

体局积极推行学校劳动教育，激发学生对劳动

的兴趣和热情，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

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课程设置规范化。各校充分发挥在劳动教

育中的主导作用，配备37名劳动课教师，开足开

齐课程，让学生劳动意识入脑入心。以劳动实践

为牵引，将区域特色资源充分融入劳动教育课

程，围绕学生日常生活、学科融合、志愿服务等6

个方面，打造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的45个项目课

程群，不断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实践活动多样化。落实“一日两扫”模式，每

周评选“劳动小能手”，培养学生爱劳动、讲卫生

的好习惯。开展手工、园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劳动实践活动，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草及农作

物，让学生认领“责任田”，亲身体验种植、采摘、

收获等劳动过程。积极改造校内劳动学习空间，

推动校外示范劳动教养基地建设，打造“校园农

场”“手工坊”等劳动实践场所35处。

家校共育常态化。倡导“教育与生活相融”

理念，聘请330名家长兼职劳动教育辅导员，指

导班级开展劳动实践。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学

生在家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发放“家庭劳动成长

手册”，家长如实记录学生在家劳动情况，让学

生、家长、教师共同参与评价，培养学生掌握必

要的劳动技能，将劳动教育渗透到生活中。

仪陇县
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质量提升项目

本报讯（魏剑）近年来，仪陇县全面深化课

程与教学改革，大力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质量

提升项目，为全县推进义务教育教学改革、转变

育人方式奠定基础。

始终抓住“项目”重要导向。出台《仪陇县基

于核心素养的质量提升项目实施方案》，促进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学校全面覆盖；举办“校长论

坛”“教师论坛”，9所试点学校、40余名中层干

部及学科教师同台交流，促进项目稳步推进。

始终把握“活动”重要环节。邀请专家团队、

学科教研员进行“五学模式”专题培训指导；利

用仪教资源平台，充分开展“五学”课堂实践活

动；深入大单元教学设计和课堂实践，梳理教学

基本范例，实现项目由构建课堂基本样态向大

单元教学过渡。

始终依托“研修”重要平台。编制《“五学”课

堂建设三年行动工作任务清单（2023年秋）》，实

施学科建设攻坚团队总负责人（教研员）月工作

汇报机制；组建9个“五学”课堂建设共同体，常

态化进行校际互派互研；以共同体领航学校课改

先锋、县级名师为引领，结对一批成员学校骨干

教师，形成研学师徒共同探索课堂教学改革。

苍溪县
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

本报讯（张斌 周郁松）日前，苍溪县教育和

科学技术局在县城7所小学和4所幼儿园集中

分组举行 2023 年秋季小学和幼儿教师课堂教

学大比武决赛。

本次全县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课堂教学大比

武，通过学校初赛、学区半决赛产生县级决赛选

手。决赛采取同课异构方式，分小学和幼儿两个

阶段有序开展。各组参赛选手根据抽签授课内

容，充分借助“互联网+集体备课”资源精心准

备。比赛中，每位教师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融

合新课标理念，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原则，经过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活动展学等

环节，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学

生参与度，充分展示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艺术。

据悉，此次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是苍

溪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为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

教师队伍、助推苍溪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之

一。该局始终锚定教育提质目标，紧跟课改步

伐，聚力教研教改常态化，先后开展了推门听

课、“互联网+集体备课”等系列教研活动，在活

动中更新教师教学理念，提升教学素养。

做好 加法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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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神县

培养创新能力 提升科技素养

武胜中心中学

三措并举培育科创新苗

在“小学校”中感受“大社会社会””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学生体验行业角色

久久为功推进“双减”③

科学监测作业负担 为“双减”保驾护航
■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叶剑 魏彤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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