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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骥 伏 枥 ，

志在千里。

本报曾经在

2009 年 、2015 年

两次采访报道邓

从新扎根农村从

事科学教育的故

事，如今再次回

访时，他的探索

还在继续——他

仍然教六年级 4

个班的科学课，

一周 12 节课；他

指导、带领科学

教师改进课堂教

学，组织学生开

展科技活动，忙

得不亦乐乎。

农村科学教

师，这是邓从新

身上的标志性符

号。可贵的是，

农村没有成为他

的限制，反而成

为他大展身手的

舞台。邓从新用数十年的探索

向所有人证明：农村科学教师

可以上好科学课，农村学校可

以在科学教育领域作出成绩。

时光如梭，许多他曾经教过的

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许多学生

现在都很感激他当年让自己看

到了更大的世界。

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跟

着他从普通乡村学校走进中央

电视台演播大厅的孩子，那些

跟随他走进田园、走向丛林，在

炊烟与蛙声中做“科学梦”的孩

子，会在心中留下一颗好奇的

种子，说不定某颗种子在未来

某个时刻就会发芽。

小学科学教师曾经是被人

忽略的一个群体，更遑论农村

科学教师了，不少教师对此望

而却步。但邓从新 33 年担任

科学教师，其中甘苦自知。他

的坚持与努力，让这门被人们

有点看不起的弱小学科，最终

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

可。科学课对邓从新而言，早

已经历了从“教学”到“事业”的

嬗变。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

“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

塑造年轻人的灵魂。”在邓从新

看来，小学里有大学问。小学

教师是为儿童生命奠基，责任

一点不比大学教授小，做一个

好的小学教师一点也不比当一

个好的大学教授容易。

其实，邓从新没有上过大

学，他教书育人的本领全得益

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以及强

烈的责任心。每次出差回家，

他的背包里装的不是衣服，也

不是点心，而是各种书籍；他

珍惜每一次成长的机会，关心

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他平

时不喜聚会、不爱娱乐，一头

扎进科学教育的天地中，忘乎

所以，正是这份恒心成就了今

天的邓从新。

农村科学教师注定是一份

与名利无关的职业。邓从新的

一切出发点是为了农村孩子，

他希望给他们更多能适应未来

竞争的本领，让农村学生从小

学会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

从小培养农村学生的观察力、

思考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些年

来，他婉推了许多大城市的工

作邀请，只因他深爱脚下的那

片土地，那里有他的事业、他的

学生。

“农村落后，但不能让农村

孩子落伍”，如果说有一种力量

在敦促邓从新一直前行，那么

大概就是这个“执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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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前，从教 41 年的邓从新正式

退休。那一刻，包裹着他的情绪不是

喜悦，而是一股强烈的“失落感”——

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常年工作在农村，但邓从新与周围

人似乎“格格不入”：他从来不参与打麻

将、打扑克等娱乐活动；有朋友邀他去

镇上吃夜宵，数了好些“知名”小吃店，

他表示“这些地方全没听说过”。

这些年除了上科学课、与学生一

起开展科技活动外，他没有其他的兴

趣和爱好。也正因这份近乎偏执的爱

好，30多年来，他带领学生在科技活动

中取得“15年16个项目获得17个全国

奖项”的成绩，60多个项目获得省级奖

项，500多个项目获得市级奖项。一所

农村学校在科技活动中取得这样的成

绩，格外耀眼。

这些证书、奖牌见证着邓从新的

经历与荣耀，但他说那已是过去时。

他心心念念的，是觉得自己身体还很

硬朗，“解甲归田”心有不甘。最终，他

选择去了一所民办学校，继续在科学

教育的田野中开疆拓土。

科学课是陪伴孩子成长
的有趣伙伴

“我的教学经历让我深信，在小学

科学教育领域，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邓从新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农

村落后，但不能让农村的孩子落伍。

对于许多农村学生来讲，科学课很

陌生，科学离他们很遥远。如何培养农

村孩子的科学素养？如何激发他们的科

学兴趣和好奇心？如何引导他们走向更

深入的科学探索之路？邓从新认为，这

些问题关系到农村孩子的未来发展。

让农村学生在科学课学习中体会

到科学课不是高高在上的学科，不是

城市学生特有的“专利”，这是邓从新

一以贯之的观点。“科学课不只是‘机

器人’，更是日常生活中陪伴他们快乐

成长的有趣伙伴。”邓从新说。

农村地广人稀，他便就地取材，带

领学生走出教室，与学生一起观察星星、

寻找蜗牛，研究蚂蚁怎样认路，探讨风是

如何给玉米传播花粉的；他引导学生观

察身边的人和事：沼气是怎么产生的？

家乡的萤火虫为什么减少了？太阳一

年四季东升西落的轨道一样吗……这

些司空见惯的素材，都成为科技教育活

动不竭的源泉。学生认识了大千世界

的神奇，也体验了科学探索带来的乐趣。

早年间，学校没有实验室，也没有

教学仪器，邓从新自己动手制作教具、

采集标本，见到丢弃的铜丝、铝丝、铁

钉、线轴、镜片、乒乓球……他都捡起

来，收集在“百宝箱”中，一旦上课需要

什么材料，就到“百宝箱”中去寻找。

从前，学生厌学、家长对科学课不

认可，为了让孩子爱上科学课，邓从新

在科学课上开展“一周新课早知道”活

动——让学生提前观察身边事物、准备

上课的材料，让他们感到“科学就在我

们身边”；带领学生参观、体验农村种植

场、养殖场，让学生将生活与科学课联

系起来，知道“科学并不遥远”。在他的

努力下，学校还兴建了 1800 平方米生

物园，为课堂教学提供了观察材料，为

学生种植、栽培提供了实践基地。

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学生聂利

与蜜蜂的故事。蜜蜂是靠什么发出嗡

嗡声？以前，各种教材、科普读物均明

确表示“靠翅膀振动发声”。可是12岁

的聂利却在一次观察中发现，蜜蜂停

在蜂箱上时翅膀并没有振动，可还会

嗡嗡地叫个不停。聂利把自己的疑惑

说给邓从新听，邓从新鼓励她：“我们

用感官进行观察，有时候很容易出

错。既然你对书本上的知识有怀疑，

就应该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研究。”

没多久，聂利高兴地对邓从新说：

“老师，我找到了蜜蜂的发声器官。”邓

从新又告诉她：“你还不能轻易下结

论。科学家为了得到可靠的实验结

果，总是采取重复实验的方法。”

就这样，在邓从新的指导下，聂利

用了2000只蜜蜂，耗时三个多月，得出

结论——蜜蜂有自己的发音器官，不是

靠翅膀振动发声。最终，聂利因这个发

现获得第十八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银奖和高士其科普奖科技创新专

项奖。

“观察、观察、再观察。”邓从新是

这样要求聂利的。如今，邓从新每到

一处都要讲述聂利的故事。

“我们应该像邓老师那样，引导学

生探究身边的科学，让他们学会发现、

学会提问、学会探究，体验学习‘真实’

科学的乐趣。”在湖北省“乡村教师科

学素养提升培训”活动中，一名教师在

听完聂利的故事后感慨道。

“将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形成

的动手能力延伸到课外，开展科技活

动”“引导学生探究身边的科学”“探究

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在科技活动中

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多年

后，邓从新总结了自己开展科学教育的

几点心得，他将在科学教学中锻炼学生

动手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看得很重。

也正因为邓从新总是坚持这样的

理念，尽管身在农村，但他的作品早已

被全国的同行知晓。早在 2008 年 5

月，湖北省荆州市教育局就专门下发

《关于开展向邓从新同志学习的决定》

文件，称赞他“把一门毫不起眼的弱小

学 科 教 成 了 全 省 乃 至 全 国 的 品 牌

课”。2019年7月，在第34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上，邓从新携带“让萤

火虫回到我们身边”科技方案设计参

赛，最终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创新成果一等奖，同时获得“全国十佳

优秀科技辅导员”称号——这是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的最高荣誉，也是科技

辅导员奖项的“天花板”，湖北省中小

学科学教师中仅他一人获此殊荣。

“我并没有独家秘诀，只要让学生

养成‘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作出假设—观察与实验—整理信

息—得出结论’的探究习惯，教好这门

课就‘轻而易举’。”邓从新说。

让学生的“光”闪烁起来

科学课，不仅仅是教科学。

邓从新认为，作为一名科学老师

要永葆一颗童心。他努力将科学课变

成育人课，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收获

知识，更收获心灵的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多，学生黄凯从小

由爷爷奶奶带大，因为长期被溺爱而

害怕吃苦，学习上缺乏恒心，是一个让

老师备感“头疼”的孩子。但邓从新发

现，他动手能力强，敢于发表自己独到

的见解。于是，邓从新便一再鼓励黄

凯参加学校“科技发明兴趣组”。在科

技活动中，黄凯找到了自信，有一天他

携带自己的作品“洒水扫把”走进中央

电视台《西部教育》栏目，有了这段经

历，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后来先后考取

重点高中、重点本科高校，参加工作一

年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

“这个学生把对学习科学的兴趣

迁移到其他学科学习中，改变了学习

态度。”邓从新很高兴科学课能给孩子

带来如此大的变化。

在教学中，邓从新培养学生对科

学的敬畏，对真理的追求，同时还培养

他们的责任与担当意识。他教育学

生，科学创造发明是为了造福他人，让

周围人的生活更美好。

学生黎可馨在帮助奶奶种棉花时

发现，家里种的棉花长得跟人差不多

高，奶奶年纪大了，每次拔棉秆都很费

力，黎可馨看在眼里很是心疼。怎样

才能帮到奶奶，让她不这么辛苦呢？

黎可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六年级

上学期的一堂科学课上，她学习了关

于杠杆的科学原理后萌生了一个想

法：“我要发明一个工具，帮奶奶拔棉

秆。”说干就干，在邓从新的指导下，她

设计的“一种适用于农村老人拔棉秆

的工具”，被称赞“小”发明解决“大”困

扰。2020年 10月，因为这项发明黎可

馨被评为“监利楷模（少年楷模）”。

“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这需

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旦

让他的‘光’闪烁起来，将会影响他们

一生的成长。”邓从新说。

邓从新还将环保教育与科普活动

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关心生活，

“让萤火虫回到我们身边”科技方案设

计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家乡的萤火虫为什么变少了？邓

从新与学生研究发现，是因为环境破坏

导致萤火虫难以生存。“萤火虫是一种

益虫，它是蜗牛、鼻涕虫的天敌”“萤火

虫是生态环境指示生物，它对水域污

染、土壤污染都很敏感”“保护萤火虫就

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科

学讨论会上，学生七嘴八舌发表意见。

2017 年至 2019 年，用了近 3 年时

间，邓从新带领学生通过科学考察认识

萤火虫、喂养萤火虫、撰写萤火虫调查报

告，并开展保护萤火虫宣传活动，将探索

萤火虫文化、传播科普知识、保护生态环

境结合起来开展系列科技教育活动。

“我们在青少年中开展保护萤火

虫教育活动，是为了在他们心中播下

一粒保护生态环境的种子，并通过学

校教育学生、学生影响家庭、家庭带动

社区，从而唤醒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邓从新说。

“好好当老师”的回响

2016年下学期，有感于名师李虹霞

创建“幸福教室”的故事，邓从新也在学

校打造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科学教室。教

室后面摆了2个图书柜，收藏了500多本

青少年科普图书，供学生借阅。同时，在

教室两侧各摆放了5个水槽，养殖田螺、

河蚌、小龙虾、青蛙……各摆了20个花

钵，种植凤尾蕨、海棠、绿萝、狗尾草……

邓从新很高兴看到学生在这间教

室来来往往——只要有助于学生提升

科学学习兴趣，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创

造条件。退休后，邓从新常常想念那

间承载了他梦想与希望的教室。

工作多年，邓从新更像是一位朋

友在陪伴着那些学生。

“农村学生和城市的学生一样，渴

望学习科学知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

们对科学的向往。作为一名农村科学

教师，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陪伴他们

是我的责任。”邓从新说。

在 41年的教学工作中，邓从新 33

年时间在做农村小学科学教师，他在

这条路上走得踏实、从容，他认为自己

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始终感

到心情舒畅。

“邓老师，我的孩子读三年级，对

科普很感兴趣，请给我指导一下，我该

怎么做”“请给我孩子推荐几本科普

书”“我孩子读五年级了，有哪些科技

活动适合她做”“你开办科技培训班没

有？我想把孩子交给你”……

邓从新经常收到来自学生家长和老

师的短信、电话，恳请他推荐科普书籍、

科技活动，设计活动方案，参加学校科技

活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信任。

这与刚开始工作时的境遇截然不

同。早些年，身为科学教师的他走在

大街上，学生根本不叫他“邓老师”，而

是在背后笑着大喊“科学老师”。他一

度很尴尬。“每当听到‘王老师好’‘李

老师好’的招呼时，我就会莫名地产生

‘低人一等’的感觉，想到自己也曾经

是教语文、数学的老师，心里有种说不

出的滋味。”邓从新说。

但邓从新用坚守与创新，改变了

当地人对科学教育的看法。

他常常以特级教师于永正所说的“假

如再让我做老师，我一定不会这样做”来

警醒自己：假如再让我做老师，我一定会

“这样做”。邓从新不仅自己坚持做，还要

带动身边的青年教师也“这样做”。

这些年，邓从新的坚持还影响了

自己的子女：儿子儿媳海外留学归来，

分别在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从事

环境工程教学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

做小学教师，从事科学教育工作。

当前，科学教育、科学教师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邓从新非常庆幸自己

赶上了开往“科学教育春天”的列车，

尽管已经年过耳顺，他依然充满好奇、

富有激情。他还在思考如何不断适应

新时代背景下的小学科学教育；他还

以“邓从新科技人才创新工作室”为阵

地，与青年教师一起探究“新时代背景

下农村小学怎样上好科学课”课题，打

造热爱农村科学课教学的教师团队。

“当一名好老师”，这是邓从新的初

心，无论什么时候、年龄多大都不会忘。

邓从新还记得，那是 1978 年 9 月

12日，他去村小当民办老师的时候，母

亲送他出门，既慈祥又严肃地嘱咐他：

“你要好好当老师。你做得不好，别人

把你赶回家，我们就会脸上无光！”

“40多年来，这句话经常回荡在我

耳边，鞭策我好好当老师。”邓从新说。

在41 年的教学工作
中，邓从新 33年时

间做农村小学科学教师，用
“15年 16个项目获得 17个全
国奖项”的成绩，践行着他的
信念：农村落后，但不能让农
村的孩子落伍。同时也向世
人说明，在小学科学教育领
域，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邓从新：在乡野间逐梦科学课
□ 本报记者 黄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