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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教育局信息化

办公室负责人郑剑华介

绍，教育数字化的持续推

进实际上是信息技术更加

贴心地为教育教学服务的

过程。在开发建设县级教

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时，

德化县梳理了学校、教师、

家长存在的一些痛点，分

析了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

题的可行性，定制开发了

许多具有针对性、实效性

的功能应用。

2002 年 6 月，德化县

基于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扩展建设义务教育招生

报名系统，随后定制化开

发报名功能，全面推行新

生报名线上一站式办理，

实现“让数据多走路、让群

众少跑腿”的目的。

此后，德化县开发并

完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家长端“一起成长”App，

全县家长都可以通过 App

的班级动态、成长记录、学生评价、

学法指导和家教资源等功能模块，

实时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及表现

情况，便于家校共建共享。

如今微信几乎覆盖生活、工作

的方方面面，面对平台未能从微信

端快速切入使用的“短板”，德化县

主动探索，基于企业微信教育版推

动平台整合，所有功能模块均无缝

嵌入企业微信，信息、资源可直接通

过企业微信在学校、教师、家长间快

速传递，构建了更加便捷、高效、安

全的信息化应用环境。

“教育数字化是实现教育现代

化的重要手段。打造‘互联网+教

育’大平台，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教

育治理体系，是德化县在教育信息

化大背景下的一种有益尝试。”曾昭

亮说，“我们将以创建省级‘智慧教

育试点区’为新起点，实施教育数字

化底座转型升级、教育教学数字化

应用融合、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建

设、高水平师生信息素养提升、教育

评价数字化赋能创新、教育治理服

务数字化提效‘六大行动’，经过3年

的努力构建教育更加优质均衡、教

育质量持续提升的现代化教育支撑

体系。”

青年教师怎样成长得更快？名师分享成长故事——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中青年教师发展峰会举行

播下103粒科学教育的种子
□本报记者 黄 浩

本报讯（记者 康丽） 中青年教

师是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帮

助他们直面职业困境，寻找到科学

有效的发展路径？暑假期间，中国

教育三十人论坛中青年教师发展峰

会在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

邀请由一线教师成长起来的著名教

育工作者，聚焦“怎样才能成长为名

师”主题，分享成长故事。

谈到当前教师面临的职业困

境这一话题时，北京金融街润泽

学校校长刘长铭坦言，“教师每天

遇到的最大问题和最大挑战是学

生厌学”。他分享了一组东北某

教师在一所重点初中学校所做的

抽样调查数据，数据显示，随着初

中年级的升高，学生厌学的比例

在提高。

“教师面临的还有以中高考为

中心的教育现实困境和大力发展教

育信息技术的困境。离开中高考的

那些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讲还是不

讲，讲该怎样讲？在人工智能不断

发展的情况下，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审辩性思维如何培养？”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副会长王旭明表示。

直面这些困境，成绩和分数是

绕不开的话题，什么是影响成绩特

别重要的因素？刘长铭认为是“师

生关系”。在他看来，师生关系在小

学生和高年级学生中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小学生更看重老师与学生情

感之间的连接。老师对小学生温

柔、体贴、关心，小学生觉得你很

好。对于大孩子来说，他们的要求

不会这么简单。他们对于老师的学

识修养、讲课方法、语言表达等多种

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

对此，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

市武侯中学原校长李镇西也有同样

的观点，“没有水乳交融的师生关

系，就不可能有教育。好的师生关

系至少具备五个要素：蕴含教育、体

现平等、充满互动、彼此信任、持续

稳定”。

从好的师生关系谈到什么是新

时代的好老师，与会者给出了自己

眼中好老师的定义。

“新时代的好老师在这个时代

要突破传统教师的角色，他们应该

更关注学生是否学会学习，他们要

读懂学生的状态，及时捕捉稍纵即

逝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了解各学科

的知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长、广西师范大学教授侯莉敏表示。

李镇西认为，“好老师”有一个

基本标准，首先课要上得好，课堂要

让孩子着迷。同时，会带班、会开发

课程、会转化后进生。

“ 学 校 要 把 更 多 时 间 还 给 老

师，把老师还给学生，让老师跟学

生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这才是师

生关系良好发展的保障，教师成长

的保障。”青岛市第九中学校长孙

睿表示。

“ 普 通 的 老 师 告 诉 学 生 做 什

么？称职的老师告诉学生怎样做？

出色的老师为学生做示范。如果你

想成为一个名师的话，先要思考一

个问题，怎样能够让学生从老师身

上得到人生发展的信心、希望与动

力，这是我们今天做一名好老师必

须思考的问题。”刘长铭的话引起了

与会教师的共鸣。

青年教师如何成长得更快，与会

的教育名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读书是教师成长最关键的要

素。”被称作“书生校长”的上海金瑞

学校校长程红兵分享了自己“归来

依旧是书生”的成长故事。只读有

价值的书还不够，程红兵特别倡导

研究性阅读、专业性思考、变革性实

践，“教师不能整天沉浸在书斋里。

教学是教师天经地义的职责，需要

把思考、行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实

践，这才有意思”。

除了阅读，中华女子学院附属

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华特别强调“身

心体验”对于教师成长的作用，在她

看来，没有身心体验就无法在教育

实践中获得真知，其获得的所有知

识都是假知。一个好的教育者，一

定要在教育中融入个人的生命体

验，才能真正观照儿童的成长。

“一个真正的名师不能只满足

去做育人之术，应该不断去追求育

人之道。”山东省学前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会常务理事方明认为，每一个老师

都应该心中有阳光，而阳光是有质

量的。有的阳光很明亮，有的光线

很暗淡。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强大自

己、丰富自己，让自己心中的太阳更

加明亮，照亮每个孩子去前行。

论坛上，与会者还围绕“享受职

业幸福”“丰富职业素养”“相信阅读

力量”“追寻职业梦想”等四个话题

展开了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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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院士领衔主讲，8 位专家学者

做专题报告，3 次学术沙龙和案例研

讨，4 次科研院所现场教学……日前，

随着2023年“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

中小学教师培训（西安会场）在陕西师

范大学闭幕，连续6天关于科学教育的

培训活动，让来自河南、山西和陕西的

103 名科学教师感受到古都西安的热

情，也体验到科学教育的魅力。

8 月 3 日晚，100 余名科学教师前

往西安植物园探索秦岭昆虫世界，直

至晚11点仍意犹未尽。

8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

师范大学教授房喻讲座刚结束，一群

“粉丝”将房院士团团围住，上演大型

“追星现场”。

“每一场学习，都是一段开拓视

野、启迪思维、转换思路的心理历程。”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实验学校初中地

理教师李臣感慨道。

“规格高、内容多、形式活是本次培

训的主要特色。”陕西师大教师干部培训

学院院长李铁绳介绍，“本次培训重点是

帮助中小学科学教师开阔科学视野，了

解科技前沿，提升科学素养。”

加强基础研究刻不容缓

加强基础研究，成为当前我国科

技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本次培

训活动中专家关注的重点话题。

今年 2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

本动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改变

了人类命运，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而基础研究是科技革命的源

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中国

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房喻

在讲座中一再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

性，他在分析近代欧美国家走向快速

发展的背后逻辑时指出，“事实上，大

凡重视基础科学、基础研究的国家和

机构都尝到了甜头，走在了前面”。

“我们过去采取购买、租用国外核

心技术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国

际竞争，特别是从 2018 年开始中美竞

争加剧，让我们感受到如果没有科技

的自立自强，没有做自己的基础研究，

未来中国的发展很难在国际竞争中站

稳脚跟。”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处长王彬武说。

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

差距，当前我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

工程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段宝岩以“中国天眼”建造为例，从地

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开始介绍了人类历

史利用光学望远镜探索对宇宙认知的

过程，向参训教师重点讲述了中国完

成世界上最大单口径反射面射电望远

镜FAST的建造过程及其构造原理。

“中国天眼”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天眼’自落成以来，我国已发现

800多颗脉冲星，是同期国际上其他望

远镜发现总数的3倍多，同时多次捕捉

到极罕见的快速射电暴，参与揭示的

快速射电暴起源机制入选《自然》十大

科学发现，在相关领域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段宝岩说。

科技强国离不开基础研究，而在

国家能源结构转型与粮食安全保障

等诸多领域，基础研究的作用也至关

重要。

2022年，中国确立了“力争2030年

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双碳”目标。

现实情况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但我国能源结构

不尽理想，煤炭占比过高，二氧化碳排

放问题突出。

“要实现能源结构转型，科学家特

别是化学家责任重大。要完成‘双碳’

目标，有赖于光电转化技术与储能技

术的进步，其中的关键在于高效率光

电转化材料和高性能储能材料的发

展，以及对相关过程的深入研究和理

解。”房喻说。

而在王彬武看来，破解“钱学森之

问”最重要的是加强基础研究，培养

“能够改变人类认知方式的人才”。“我

们期待着，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

代，会出现那些改变人类认知方式的

人才。”王彬武说。

培养学生“勇于实践、精
于思考”的科学精神

“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中小学

教师培训（西安会场）开班之后，中国

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教授舒德干为

参训教师带来科学“第一课”。他以

“‘第一动物树’的诞生及广义人类由

来新假说”为题，围绕《物种起源》作者

达尔文的成长历程与困惑、寒武纪大

爆发创造“第一动物树”等内容讲述了

达尔文的故事与人类进化的历史。

在旧式学校学习时成绩平平，大

学期间主修神学的达尔文，何以成为

伟大的科学家？

曾经与达尔文有过 5 次“交集”的

舒德干院士在1998年初夏拜谒达尔文

故居，进一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后，他

总结达尔文成功的原因在于“勇于实

践、精于思考”。舒德干认为，这是从事

科学工作的人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

事实上，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让学生学会科学思考是科学教育中必

须坚持的原则。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李西营表示，当

前，批判性思维被列为高等教育中需

要培养和评估的一个关键领域。而在

我国，成年人批判性思维能力欠缺，

研究表明只有 6%的大学生拥有批判

性思维。

“在一般领域，教育的重点已经转

到教授如何‘思考’上。”李西营说。如

何在科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李西营尤其强调学生论证能力的

培养。

王彬武同样认为，小学阶段的科

学教育要让孩子认识更多的科学现

象，到了中学阶段，学生具备了一定的

理性思维，就应该让学生理解这些科

学的观念。

重视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同时，

动手探究能力的培养也不可或缺。在

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教授郝长春看来，“科学即探究”。

“为了培养学生探究意识与能力，

教师可以从课本、生活以及科学前沿中

拓展科学探究课题，给学生无限的可能

性，启发学生的探究思路和想法，从了

解、设计、探究等多角度层层递进式培

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郝长春说。

本次培训期间，中国科学院西安分

院科技处科普业务主管唐惠专门安排

了西安植物园科普中心的“梦想之旅”

主题研学活动。“以昆虫自然探索为例，

我们引导儿童通过调查园区昆虫、探索

研究昆虫与植物的关系、亲自动手制作

昆虫标本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动手能

力，促进主动探索欲望，从而掌握理解

科学知识。”唐惠说。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六级职员、陕

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勃以一

门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课程设计为例介

绍如何进行科学探究。“我们提倡组织

学生开展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以科

学技术与合作为支撑、以学生为主导的

科学探究活动。强调学生通过提出研

究问题，设计与实施调查研究，收集、分

析和解释信息与数据，得出结论，解决

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问题。”李勃说。

打破学科界限，让科学
融入生活

科学教育需要渗透到日常生活，

关注现实问题，注重在真实情境中学

习，这是培训中专家一致强调的观点。

培训期间，与会专家以许多生活

中常见的场景为例向参训者进行分

享，并鼓励教师思考：生活中很多人流

量大的场所，原本走几步可以到达的

地方，却用栅栏隔出了一个很长的通

道，为什么？其本质原因是，距离加大

或时间拉长可以增加有序性，这一原

理还应用在分子检测仪等许多科技发

明上。

如果想把一根竹筷子弄断，根据

生活经验，拉断是很困难的，但将其折

断则是轻而易举之事，为什么？原因

是材料在弯曲时中间部分受力较小，

上下两侧受力较大，这也很好地揭示

了“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一俗语背后的

原理……

“专家们的许多案例都是依据课

本知识结合实际生活开发的科创活动

案例，每一个案例分析都能引爆全场，

能启发我们去做其他相类似的科学实

践活动。”一名参训教师说。

科学教育应以现实中的主题来进

行综合教学，打通学科之间的隔膜，串

联起科学知识间的联系，以整体性的

眼光看待科学学科所应传授的知识。

在面向生活的科学探究过程中，“跨学

科”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清

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高云峰为此

专门为参训教师带来“跨学科概念理

解及应用”主题讲座，在他看来，科学

课程中每个学科核心概念及其更小的

概念，或多或少与跨学科概念有直接

关系。

高云峰以大量的案例启发参训教

师深度思考：在称量物体质量时，砝码

和物体是否一定要放置在秤盘的中心

位置，或对称放置？为什么大部分矿

泉水瓶的外表都是凹凸不平的，而塑

料杯表面很平滑？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物理、生物、

数学、技术工程、历史、思想政治等多

学科知识，利用跨学科概念，可以更好

地指导我们分析、解释很多生活中的

问题或现象。”

连 日 来 ，专 家 引 领 让 参 训 教 师

茅塞顿开，场馆学习让学员开拓视

野……6 天时间的“超强度”学习，让

百余名学员收获颇丰。

“提出一个问题远比解决一个问

题重要。我们是否给了学生提问的机

会、思考的时间，实践探究的空间？我

们是否给了孩子试错的机会？我们又

该如何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探知

欲？当我们遇到科学前沿的问题，是

简单粗暴地告诉学生高考不考不要浪

费时间，还是鼓励学生勇于探究并执

着求索？”在结业仪式上，山西大学附

属中学校教师宋文霞分享了自己的一

段学习感想。

而 103名学员，就是 103粒科学教

育的种子。他们将在自己的学校“生

根发芽”，回应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

开展的初心：通过培训，带着学习成果

去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他们都期待

着，“为学生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

为未来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贡献自己

的力量”。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科学家精神教育学校
联盟”在苏州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智伟） 日

前，由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

小学、浙江省杭州市钱学森学校等7

所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学校共同发

起的“科学家精神教育学校联盟”在

程开甲小学成立。7 所参与学校就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如何借助科学

家精神引领学校发展、怎样把科学

家精神与学校融合发展等话题进行

了探讨。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程

开甲小学校长薛法根表示，希望借

助这个平台围绕课程开发、特色文

化构建、课堂教学改革等进行交流

分享，在科学家精神教育中实现学

段贯通、校际联通、区域融通，为科

学家精神教育埋下一颗种子。活动

中，7所学校还共同发起了科学家精

神教育“红梨湖畔”倡议，并作为以

后联盟学校的行动指南。

首期“生命教育导师”中
级职业技能培训举办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 由国家

开放大学培训中心主办的首期“生

命教育导师”中级职业技能培训日

前在山东潍坊落下帷幕，这是贯彻

“生命至上”“健康第一”理念，落实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生命

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等文件要求，推动我国生命教

育发展的一项新举措。

“生命教育导师”培训项目旨在

将生命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

成果用于培训生命教育“种子”人

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

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教育存在违背

教育本质现象，如何实施生命教育

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培 训 期 间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教

授刘慧领衔组建生命教育专家团

队，采取主题学习、工作坊、活动

课程等多种体验式学习方式营造

生命场，为生命教育如何开展提

供了示范。

湖北竹山：
快乐暑期 畅享游泳

暑假期间，为了丰富假期生

活、掌握防溺水基本知识，湖北

省竹山县宝丰镇学生在当地游

泳馆练习游泳、快乐健身。

（朱本双/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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