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压不垮

迅即反应
平稳运行有定力

调整近 4000 课时内容 ，

修 改 121 项 小 课 题 方 向 ，

“一站一方案” 冷静应对； 审
时度势变通运作方式

2020 年初，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总站在市教委 、 市科委指导下迅速做
出反应， 2 月， 在通过全面、 及时排摸
了解各站 、 点所在高校 、 科研院所 、

学校对疫情防控的不同要求的?础上，

主动适应新情况 ， 开拓新渠道 ， 组织

29 家工作站共同研究线上教学可行性，

及时调整授课形式及课程内容。 3 次修
改并审定课程 ， 调整近 4000 课时内
容 ， 修改 121 项小课题方向 ， 形成
“一站一方案”， 保障工作站的平稳运
行 。 6 月 ， 在各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
下， 顺利完成 2020 年度工作站招生工
作， 招募学员 3137 人， 医学类工作站
第一时间招收满额， 疫情下更多 00 后
高中生对医学专业的兴趣有所提升 。

7-8 月， 29 家实践工作站全部完成线
上开学。 7 月至 12 月， 工作站通过内
容形式多样的教学及实践模式指导学
员完成课程学习及课题研究 、 评优等
工作 。 工作站以线上教学为?础 ， 尽
最大可能保障学员的实践探究 ， 上海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 、 中国科学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材料科学与工程 、 复旦
大学环境与健康 、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
学等十余家实践性较强的工作站为学
员开发定制了学习 、 实验器材并寄往
学员家中 ， 指导学员安全操作 ； 复旦
大学?础医学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工作站
采用云上直播抗疫展览 、 科学家带领
云游实验室等活动 ， 为学员们带来身
临其境的实践体验。

防疫成新宠

关注生命
防疫教育担主力

新 增 防 疫 科 普 教 育 共
1018 课时； 疫情防控科普且
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课题方
向达 30 项

根据加强公共卫生 、 防疫科普宣
传教育的需求 ， 各工作站结合学科特
点调整课程内容， 加强相关内容引导，

新增相关研究课题方向 ， 深入开展青
少年健康生活 、 科学防疫教育 ， 在普
及疫情防控知识的同时注重立德树人，

传播高尚情操 ,?扬仁爱之术的医者精
神 ， 培养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 。 29 家工作站中的 27 家从?础课
程 、 课题探究 、 科普活动三个方面新

增防疫科普教育共

1018 课时， 精心设
计与疫情防控科普
相关且贴近学生生
活实际的课题方向
达 30 项。 复旦大学
?础医学实践工作
站在已有 P3 生物
安全实验室学习生
物安全和实验室安
全实践课程的?础
上 ， 新增病毒 、 动
物与人讲座 ； 上海
中医药大学中医药
实践工作站邀请支

援武汉抗疫医务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开
设科普讲座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电子科学与技术实践工作站
结合本所特色 ， 开设专题讲座和体验
课程———红外测温仪的原理和应用 ；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实践工作站新
增阻断病毒在交通方式 、 乘客行为等
方面的研究。

线上强支撑

信息赋能
在线教学显活力

各站完成 100%基础课程
的线上方案的制订 ； 促进线
上课程实施的多元化

疫情期间 ， 信息技术赋能科技教
育 。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和教师 ，

总站持续优化信息平台功能 ， 增设视
频课程在线上传浏览功能 ， 提供手机
端工作站小程序服务。 各站完成 100%

?础课程的线上方案的制订 ， 线上完
成 2020 年度工作站课程、 课题申报及
评审工作 。 各工作站还积极整合开发
在线模拟实践平台 、 先进的信息化教
育技术等资源， 通过开发学习资源包、

录制实验操作微课 、 使用合适的互动
教学平台 、 定制专门的虚拟仿真教学
实验平台等方式 ， 促进线上课程实施
的多元化呈现 ， 提升教学效果 。 如华
东理工大学药学实践工作站实施线上
教学中应用虚拟仿真的硬件平台 ， 通
过录制实验操作视频进行教学 、 充分
发挥药学专业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CADD） 的线上学习功能 ， 还引进了

CADD 的 VR 设备进行教学； 华东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实践工作站应用了地理
学野外综合实习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进
行教学 ；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实践
工作站在线上教学中应用虚拟仿真硬
件平台开展高铁模拟驾驶实验和沥青
虚拟仿真实验体验等实践活动 ； 上海
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实践工作站采用了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平 台 的 水 下 机 器 人

(ROV) 进行实操模拟实验。

深化添分量

提质增能
过程管理强动力

工作站内高级职称教师
占比和师生比均显著高于教
育部对高校各本科专业的师
生比要求 ； 实践点也同比增
加指导教师

增配优质师资。 2020 年， 新增复
旦大学环境与健康等 5 家工作站 。 目
前 ， 工作站内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和
师生比均显著高于教育部对高校各本
科专业的师生比要求， 29 家工作站的

772 位教师中具有相关职称的 537 位，

其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 367

人占比 68%， 师生比已达 1/4； 116 家
高中、 青少年活动中心 （少科站）、 科
研院所 、 专题性科普场馆 、 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等实践点也同比增加指导教
师 ， 站点携手为疫情期间工作站的科
创教育提供了保障。

加强研究引领 。 总站依托专家委
员会专业学术力量 ， 通过线上形式加
强对工作站和实践点的绩效考核 、 课
程课时安排 、 师资人员配备 、 授课内
容形式 、 听课评课反馈 、 学员评价评
优等多维度 、 全方位的过程性管理和
评价研究 ， 形成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
创新实践工作站实施现状报告》， 分别
从工作站 、 实践点 、 师生 、 课程等不
同视角进行经验总结和成果分享 ， 有
效地提升管理效能 ， 扩大项目培育成
效 。 科学 、 规范的精细化流程管理为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供坚实支撑。

媒介重组合

做强品牌
辐射影响展魅力

上海电视台综合频道制
作播出科学实践工作站的专
题节目 ， 收视率达 110 万 ；

首印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
新实践工作站优秀学员达人
录》， 收录 119 ?优秀学员的
科创故事

2020 年工作站积极通过各大主流
媒体以及新媒体加强宣传， 扩大影响，

做强品牌 。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
实践工作站” 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 392

篇 ， 涵盖科学知识 、 人物故事 、 实践
动态 、 学员收获等多个方面 。 同时 ，

公众号响应国家号召， 克服疫情影响，

发挥阵地优势 ， 介绍科学防疫知识 ，

并协同多个教育官微连续每天推出线
上学习资源 ， 坚决守好打赢疫情防控
和人才培养 “双战场”。 上海电视台综
合频道制作播出科学实践工作站的专
题节目 ， 电视收视率达 110 万 、 互联
网点击量达 126 万人次。 20 年首次编
印了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
作站优秀学员达人录》， 收录了 119 位
优秀学员的科创故事 ， 凸显了项目的
育人功能 、 阵地优势和专业价值 ， 展
示 、 宣传优秀学员及其学习经历 、 科
学素养 、 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 ， 讲好
学员故事 ， 传递学员声音 ， 鼓舞 、 号
召 、 引导更多青少年学子积极融入科
学创新实践的浪潮。

撰稿 苏军 沈玉婷 朱青

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这是民族复兴的召唤， 这是社会进步的号角， 这是科学创新的担当；

这是教育改革的配套， 这是社会实践的延伸， 这是校外教育的转型， 这是综合评价的赋能。

2016 年， 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科技强国培土固根， 储备更多优秀人
才， 结合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
生改革方案》 等文件精神，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 “上海
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项目。 5 年来， 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两
家总站牵头下， 工作站积极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 通过项目实施厚植科学创新人才培养基
础、 完善科学创新实践育人模式、 扩展青少年科普活动参与群体数量、 提高学生科创兴趣和综合能力，

取得了积极成效， 成为沪上多方联手推进科学创新人才培养的 “新版” 和 “品牌”。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副主任倪闽景认为， 各方联手， 将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进
行有体制、 有机制、 有方略、 有方法的整合优化， 可以为
我们找到一条有效甚至高效地培养科创后备人才的 “阳光
道”， 打出拓宽视野、 激发活力、 提质增效的 “组合拳”，

有利于人才的早期培养。 一些学员说： “进入工作站， 不仅让我们开阔了眼界， 提高了动手能力， 而且提升了我们
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增强了为国争光、 为民造福的主动性。”

2020 年， 无论对世界， 对国家、 对每一个人而言， 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极大地影响
着生存、 生产和生活， 当然也包括教育。 值得肯定的是， 疫情并不能减弱、 阻挡工作站携手培养科创后备人才的信
心和脚步。 工作站逆疫情而上， 开辟了线上课程、 教学和活动， 开创了线下线上融合培养科创后备人才的新局面，

形成了值得回味的突出亮点。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陆晔强调， 工作站的机制创新和运行机制为更好地服务
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夯实科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提供了新鲜案例， 这是一项脚踏实地、 前瞻未来的事业。

概貌

招募新学员 3137 人

微信公众号
推文近 4?
面对 2020 年疫情， 上海市青少

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果断做增量，

新增复旦大学环境与健康等 5 家工作

站； 招募新学员 3137 人。 同时， 专

设的 “微信公众号” 围绕深化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进一步加强栏目建设、

优化内容供给、 提升服务品质、 扩大

品牌辐射， 发布推文 392 ?， 涵盖科

学知识、 人物故事、 实践动态、 学员

收获等多个方面 。 这是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的

2020 年度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

践工作站总结交流会上传出的信息。

在会上，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体卫

艺科处处长陈华详细介绍了工作站

2020 年实施情况 ， 上海大学机械工

程实践工作站、 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

计实践工作站作为工作站代表， 复旦

大学环境与健康实践工作站作为优秀

课程教师代表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工

作站坚守初心使命、 提升育人效能、

助推五育融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

景下， 拓资源、 扩渠道、 抓课程、 推

创新， 特别注重加强防疫科普教育、

线上授课与课题指导， 实现了站点体

系有度扩容、 课程教学有效实施、 课

题研究有序开展 、 育人质量有力提

升 、 普惠学生群体持续增加 ， 至 12

月如期完成培养任务。

上海市科创教育指导委员会

（筹） 主任杨建荣、 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胡睦分别在讲话中

充分肯定了工作站在非凡情形下展现

的责任意识、 开拓精神和科学态度。

杨建荣主任强调： 要从政治站位， 进

一步充分认识创新实践工作站的显性

价值和隐性价值 ； 要从系统架构着

眼， 进一步充分认识创新实践工作站

的机制创新和辐射效应； 要从思维建

树着手， 进一步充分认识创新实践工

作站的奠基功能和思维再造。 希望各

家工作站在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培养

的事业上 ， 不仅要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 更要比学赶超， 遵循青少年成长

规律 ，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

胡睦巡视员指出， 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 也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 为了

更好、 更顺利、 更高效地结合青少年

科创人才培养， 他希望各家工作站要

深入认识青少年科学创新素养提升的

重要性， 抓住大趋势， 为未来国家发

展、 人才储备打好基础； 要发挥好引

路人的职责， 培养和提高广大中学生

的科学素养， 让他们提前接触到大学

知识， 在专家指导下完成课题探索、

实践等完整科研流程； 要在现有学生

基础上， 不断扩大工作站的辐射面，

帮助青少年实现跨越式成长。

最新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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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防疫做增量 创新载体添能量 强化育人显力量

培养更多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
———来自 2020年度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的报告

2016 年起实施的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项目， 目前
共有复旦计算机、 交大网络空间安全、 同济物理、 华师大地理、 上海天文
台天文学等 29 个实践工作站， 开设生物学、 医学、 化学、 计算机、 环境、

数学、 工程光学、 工程机械、 天文、 园艺、 物理、 地理、 设计等 13 大类
科创课程； 每个实践工作站下设由市、 区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青少年活
动中心 （少科站）、 科普场馆、 科研院所等单位组成的 4 个实践点。 现共
有 29 家高中工作站、 116 个实践点。

实践工作站项目， 现每年招收约 3000 余名高一学生， 通过学习专业
课程、 对话权威专家、 动手实验探究、 实地走访调研， 撰写课题论文， 现
场汇报答辩等环节， 进一步完善科学创新实践育人模式， 为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储备人才。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学员心声录

学习点燃了我的创新梦想

在这次工作站的学习中，我不仅领

略到科学技术创新的乐趣，同时也充分

认识到知识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没有

厚实的知识积累 ， 即使有了创新的点

子，也无法将点子转变为解决问题的方

法。 因此我为高中学习阶段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第一就是要重视现阶段的高中

基础课程的学习， 打好知识的基础；第

二就是实践是发展创新思维的摇篮，实

践的经验来自于平时生活细节观察，积

累各种问题，通过发散的思维方法考虑

问题；第三就是通过运用学过的知识在

不断地实践中解决问题。 创新科技要不

断地学习和实践，工作站的学习虽然圆

满结束了，但我的科技创新之路才刚刚

开始， 我的人生也有了小小的目标，居

家智能环境设计和计算机科技程序设

计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上海市甘泉
外国语中学 何昊臻）

科创经历教会我严谨求真

工作站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次课

题研究、一个模型成果、一份结题报告，

更是科研项目中严谨求真、追求卓越的

精神。 同时，我也养成了时刻留心平常

生活中的不便之处的习惯，正是这些不

方便的地方给发明创造带来了空间。 对

科创感兴趣的同学们要大胆尝试，多多

关注社会新闻，考虑社会需求以及成果

的社会价值 ， 科技课题也是源于生活

的。 无论是否擅长理科，只要对科创感

兴趣，喜欢动手实验，就应该勇于尝试。

正如老师对我说的：没有必要早早的定

义自己，而要发掘自己无限的可能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翁宁婧）

工作站经历
让我成为一个主动学习者

在工作站，我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

要性。 我养成了主动思考、提问、学习、

运用的习惯， 并应用到其他学习当中，

成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而不是被动地

接受知识。 这让我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学

习节奏，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思考得

更加深入。 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我

还收获了“迎难而上 ，永不言弃 ” 的精

神。 当遇到困难，我们可以调整方法，可

以借助工具和书籍，可以寻求老师的帮

助，但是不要放弃，终有一天，你会拨开

云雾见晴天 。 困境和痛苦无法打倒我

们，相反，它正是塑造坚毅、锤炼意志的

最佳砺石。 当然，在研究中，我也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 在往后的研究道路上，我

会再接再厉，用自主学习能力和坚持不

懈的精神，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

性，加强实验的设计能力 ，不断积累经

验，更上一层楼。 （上海市建平中学 黄
欣怡）

在实践中
发现自我、发展自我

工作站为我的科技创新活动搭建

了一个平台， 没有过多的功利色彩，也

不趋向于竞赛教育，而是希望培养学生

好思、好学、好创新的兴趣，让我在思考

与实践的互动中，发现自我、发展自我。

我相信这样的学习更生动、 更真实，也

更深入，这样的教育更开放、更灵活，也

更有天地。 对于想参与科创的同学，我

建议他们需要平衡科创实践和文化学

习，珍惜科创实践的机会 ，充分利用工

作站资源，跟指导老师和工作站同学们

多交流学习。 （上海中学东校 乔旖旎）

课题研究激发了
我的创新思维

课题研究激发了我们被平日里单

调学业埋藏已久的创新思维，大学实验

室的实验操作比高中的要更加复杂和

新奇。 在这里我们进行了革兰氏染色、

微生物提取培养等，体验了一把超净工

作台的实验，为我们在科学创新之路上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我们后续的独

立研究提供了基础。 想法和实践之间的

距离，不止是我们的经验缺乏 ，还有各

种各样的突发情况等待我们去一一解

决，这也培养了我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

变解决能力。

在指导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们获

得的不仅是专业的操作能力，还有坚持

不懈的科创思想。 （上海市松江一中钱
奕雯）

机制赋能
站点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