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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项目并非名校“敲门砖”
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热情激增引发各方思考

科技创新是当下的热词 ， 青少年

科 技 创 新 也 呈 现 出 前 所 未 有 的 热 情 。
不久前举行的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 ， 中小学生们今年提交的申报

材料比去年增加了 40%； 上海百万青

少年争创明日之星活动 ， 报名人数比

去年增加一倍， 创下新高。
过去 ， 一提到科学项目 ， 许多家

长是能拦的拦 、 能挡的挡 ， 因为一般

来说 ， 一个项目往往要 “耗费 ” 个把

月 ， 甚至更久 ， 会影响孩子的日常学

习 。 而如今越来越多中小学生拥有自

己的科学项目 ， 开始科学研究的年龄

越来越低 ， 那么手持科学项目能否成

为通往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的 “敲门

砖” 呢？

耗时久难挡“课题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生如果要完

成一个科学项目，普遍要花费 1 到 2 个

月，有些植物观察类项目甚至需要半年

时间，至于一些季节性的植物或动物的

观察，往往要持续一年乃至更久。
今年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

唯一的小学组主席奖获得者是上海师范

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侯悦

翔。 她的项目 《二氧化碳对水草光合作

用及生长速度的影响》 总体花费时间超

过 2 个月。 该课题的核心实验方法是控

制变量法 ， 涉及二氧化碳量 、 光照时

长、 pH 值、 水草数量等多个变量， 光

做实验就花了 2 周 ， 之后还要采集数

据、 撰写小论文。
高中组主席奖获得者是七宝中学

高二学生崔若岩 ， 其课题名为 《废弃

塑料 ABS 的回收 、 改 性 及 在 3D 打 印

中的应用》。 这一课题立项是在高一期

末 ， 然后她花了一整个暑假进行对比

实验 。 更不用说 ， 实验过程中经历了

选材失误 、 实验方法错误 、 数据记录

不清等 “弯路”。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文军告诉记者 ， 往年 ， 家长往往并不

支持学生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些事 ， 但

近几年支持的家长越来越多了 。 而一

项针对上海全市高二年级学生课题研

究活动的调研也佐证了 “课题热 ” 的

事实 ： 上海有 188 所高中的高二学生

做到了人人有课题 ， 全市 74%的高二

学生拥有自己的课题。

不同学校和家庭的接受
度不一

侯悦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喜

欢科学，主要缘于家庭的支持。 她家里

养了许多花草和一缸热带鱼 。 三年级

时，她还曾和父亲一起制作过家用二氧

化碳发生器。 在课题研究中，父母也经

常给她出谋划策。
崔若岩获得的支持则主要来自她

的指导教师、七宝中学科技创新教研组

组长周国亮 。 在她的实验中 ， 需要解

析高分子材料的性能和结构 ， 比如弹

性性能。 “一台透视电子显微镜要价几

百万元 ， 大学都不一定有 ， 更何况高

中。” 为了崔若岩的课题， 周国亮联系

了上海交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最后，
崔若岩通过多次实验，发现在材料中加

入含量为 3%的顺丁二烯弹性最好。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尊重孩子兴

趣发展的上海家庭和学校里，这类科创

比赛的接受度相对较高，但还有部分信

奉“分数至上”的爸妈和老师，则恨不得

孩子根本不要碰这类比赛。
不过，随着中高考“指挥棒”逐渐发

生变化，一些家长和学校的态度也开始

改变。
在上海今年首次实行的“3+3”的全

新高考方案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被视

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其中尤其

关注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修习情况、研

究性学习专题报告等。 因此，有专家认

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被放到历史新

高度，是促成青少年科学项目总量激增

的一大原因。

科学素养比证书更重要

但是，在这些数量迅速上升的课题

中， 不少是中小学生们真心喜欢的，却

也有不少成了升学的“筹码”。 全新的升

学指挥棒传递出清晰的素质教育导向，
做课题也似乎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变成

了升学的必备 “筹码”。 一位中学老师

说，不少学生参加科创比赛 ，就是为了

有一个课题。
抱着功利心态的参赛者多了，新的

问题接踵而至。 一位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的评委坦言，今年大赛的文科类项目

数量迅速上升，各种调查或社会报告增

多，虽然确实有一些出色的报告 ，但有

不少报告可以看出老师“操刀”的痕迹。
评委还发现不少参赛项目的难度远远

超出孩子的知识范畴，甚至有极少数知

名高中的社科老师在外收费帮学生策

划课题参赛。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复旦大

学计算机学院教师杨卫东表示，很多评

委其实并不在乎一个项目是否 “高大

上”，而更看重学生是否亲自动手实践，
能否验证一些想法的可能性，甚至能否

通过实践否定一些理论。 他说，在现场，
只要问几个细节问题，立刻就知道那些

课题是不是学生做的。
“有课题、有证书不等于有能力。 ”

周国亮提到，在七宝中学每年的招生录

取环节 ，学校会有意选拔一些科技 “好

苗子”， 但这个选拔标准不是看学生拿

过多少证书 ，而是通过现场测试 ，检验

学生是否具备科学素养。 比如考官可能

会让学生进行一场实验操作，观察他是

否了解科学实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抑

或抛出一个科学问题，让学生当场构思

课题，并讲出大致的研究思路。
“青少年科创比赛的初衷是为了让

更多孩子体验科学，科学项目不是升学

‘敲门砖’。 ”周国亮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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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来沪推介绿色农产品
本报讯 （记者王星） 对上海百姓

而言， 西瓜是江苏东台的一张 “城市名

片”。 自 10 多年前东台西瓜入沪以来，
每年都有 30 多万吨的东台西瓜从各大

商场超市走进上海市民的 “菜篮子 ”。
如今， 又是一年东台西瓜上市时。 为进

一步拓展与上海的产业合作， 日前， 东

台市来沪举办绿色农产品推介暨农业招

商投资说明会， 现场共有 21 个项目成

功签约， 总投资达 18 亿元。

作为苏北地区唯一纳入国家 《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的县级城市，
东台是江苏 “高效农业第一县”。 该市

拥有全国最大的大棚西瓜、 甜叶菊和乳

猪生产基地， 被认定为中国西瓜之乡。
此次来沪签约的项目， 涉及现代农业、
农产品加工、 农业观光旅游、 农产品贸

易以及新特工业等领域， 普遍呈现业态

新、 体量大的特点， 契合东台发展方向

和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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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故宫每日限流8万人次
本报北京 4 月 29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记者今日从故宫博物院获悉，五
一小长假期间，故宫每日限流 8 万人次，
高峰时段端门售票处将开设 30 个售票

窗口，并视具体情况启动限流措施。
五一期间， 在常规的中轴线参观路

径之外， 观众还可以在故宫一睹中国和

世界各国文化的交相辉映。 午门东雁翅

楼的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

物馆宝藏” 展， 在阿富汗战火中销声匿

迹多年的闻名世界的 “巴克特里亚黄金

宝藏”首次在国内亮相，观众可通过 231
件（套）珍贵文物藏品了解公元前 3 世纪

至公元 1 世纪的阿富汗文明历史。 在午

门展厅展出的 “尚之以琼华———始于十

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以尚美巴黎历史

概览开篇， 一系列记录法兰西重大历史

时刻的珍宝以光彩炫目的方式 讲 述 历

史， 包括法国珠宝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钻

冕作品“波旁·帕尔玛”金钟花钻冕等，其
中拿破仑登基时的“加冕之剑”系首次离

开法国进行展示。 正在永寿宫进行的“徽
匠 神 韵———安 徽 徽 州 传 统 工 艺 故 宫 特

展”， 甄选进驻传统工艺工作站的黄山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歙砚、
徽墨、徽笔、万安罗盘、徽州竹雕、徽州三

雕 20 位传承人的 85 件作品予以展示。
故宫方面表示， 五一期间参观高峰

时段为每天 11:00 至 14:00，5 月 1 日周

一故宫将正常开放。 故宫将在端门区域

广播、 电子大屏幕增加播放限流信息次

数，并建议观众在网上预约购票。

天山1号冰川５０年后或彻底消失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４ 月 ２９ 日电

（记者滕沐颖 刘杰）“气温升高， 雪线上

升，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１ 号冰川一年共

后退了 １３．５ 米，５０ 年后可能彻底消失。”
中科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站长李忠勤

面色凝重。
连日来，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的 ２０ 多名科研人员再次登上末

端海拔 ３８００ 米的一号冰川，测量冰川物

质平衡、厚度、温度、运动速度和冰川末

端变化数据，并采集大量样品。经过初步

测量， 一号冰川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一年间，东、西支分别退缩约 ７．２
米和 ６．３ 米。 中科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

站副站长王飞腾告诉记者， 由于冰川快

速融化，一号冰川末端在 １９９３ 年分裂为

东、西两支，近年来退缩态势明显。
冰川作为“固体水库”，对河流的“削

峰填谷”调节作用明显，天山更有“中亚

水塔”之誉，是确保新疆干旱区绿洲经济

发展和寒区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水源。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冰川加速消融，短

时间内可以增加河川径流量， 但长期消

融大于积累，将导致冰川退缩乃至消亡。
然而， 近年的数据显示了人类活动

对冰川消融的“加速度”影响。“一号冰川

上冰尘数量明显增多是近年来最显著的

现象之一。 ”李忠勤解释，冰尘颗粒是冰

川表面的深色污化物质， 会影响冰川对

光热的反射，从而加剧冰川退缩，一号冰

川附近的厂矿、国道 ２１６ 线行经车辆扩散

的污染物、 过度放牧带来的土壤退化，都
是冰尘增加的原因。一号冰川距离新疆乌

鲁木齐市区约 １３０ 公里， 是世界上离城

市最近的冰川。记者看到，距离冰川几十

公里外的后峡，多家电厂、矿厂沿公路分

布，有的已经关停，有的烟囱仍在冒烟；
在写有“冰川保护区，三轴及以上车辆，
七座以上车辆，黄标车辆请绕行”警示牌

的道路上，仍有多辆大卡车往来畅行。
“全球变暖背景下， 如果我们不作

为 ，冰川将加速消融，一号冰川将在 ５０
年后离我们而去。如果加强保护，它的生

命可能延长到 ７０－９０ 年。 ”李忠勤说。

环境执法力度“最强”名副其实
新环保法实施 2 年，评估报告相继出炉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

法》实施两年来，法律规定的执行情况如

何？ 违法行为查处了没有？ 我们身边的环

境质量有何改善？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相

继发布《新〈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实

施与适用评估报告（2016）》和《新〈环境保

护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对新《环境保

护法》的贯彻实施效果进行探讨。
评估报告认为，新《环境保护法》实

施两年来， 地方党政领导对环保工作重

视程度空前， 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明显加

大，社会各界关注环保、参与环保的氛围

明显提升。

基本扭转法律实施偏软局面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课题

组组长、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王灿发曾参与立法修法工作， 他向

记者总结说：“《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各项

制度和措施执行的力度、遵守的程度、产
生的影响， 超过了过去环境保护法史上

的任何一个时期。 ”
课题组认为，两年来，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执法监管能力大幅提升，基本扭转了

法律实施偏软局面。 据课题组统计，有关

部门发布了 35 项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65 项环保标准，使得环境执法依据具

体化、 程序化、 规范化。 报告指出，2016
年，“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五项措施实

施力度持续加强、效果更加明显。
报告认为，司法机关对新《环境保护

法》实施起到了保障作用。 截至 2016 年

底， 全国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组织达到

559 个，2014-2016 年，人民法院审理环

境资源案件超 30 万件。环保部门移送公

安机关案件大幅增加，2016 年移送行政

拘留共 4041 起，同比上升 94%；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 2023 件，同比上

升 20%。 对环境犯罪的严厉打击，使案

件数量迅速下降，2016 年环境犯罪案件

数较上年下降 75%。 有些地方公安机关

正趋向组建环境警察队伍，云南、广东、
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区已有专门的环境

警察。
王灿发同时指出，新《环境保护法》

法律体系还需进一步健全完善， 应尽快

完成对《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和《土壤

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尽快制定颁布《排

污许可证条例》《自然保护区法》和《生态

红线划定和管理条例》。而环境监管合力

尚未形成、 监管能力有待提高等也是新

法实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此外，公众参

与环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大气、水污染违法案件占
比较大

“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查封、 扣押”“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等执法措施成新法最大亮点，而保障

其贯彻落实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 等四个办法也被喻

为新《环境保护法》的“四颗钢牙”。过去一

年，“四颗钢牙”都咬了哪些违法行为？ 受

环保部委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

了由竺效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对“四个配

套办法”2016 年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竺效表示，四个办法实施初显成效。

课题组对处罚案件与环境质量改善进行

分析后发现，大气、水污染违法案件占比

较 大 ，2016 年 四 个 办 法 重 点 打 击 了 电

镀、钢铁等行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报告还

显示， 第二季度与第四季度环境违法行

为发生率较高， 未来环境行政执法力度

应随之增强配置。
值得关注的是，课题组提出“违法反

弹率 ”（即指某一地区违法企业被处以

“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
“行政拘留”某一种处罚后，再次被处以

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 的 比

例）以监测执行效果，报告显示，去年企

业“违法反弹率”为 2.86%。
课题组介绍，2016 年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的案件总数达 21738 件， 同比增长

85%。 其中，查封扣押类案件占 43.89%，
最少的是“按日连续处罚”类案件，占比

4.47%。 另外，被“按日连续处罚”的企业

违法行为反弹率最高，为 9.81%。
对此， 曾参与法律起草的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表

示，“按日计罚” 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一

些问题。 “比如启动‘按日计罚’的前提

是， 企业违法被环保部门处理后拒不整

改，或未在期限内完成整改，且这一举证

责任在监管部门， 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

很大困难。”她建议在新的环境立法中以

新制度进行补救。 比如在水污染防治法

修正案中，尝试规定由企业“自证清白”，
以前则是由环保部门监督企业是否存在

违法行为。 （本报北京 4 月 29 日专电）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港 珠 澳 大 桥
隧道即将合龙

创下多项世界之最， 桥岛隧合一

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工程部门最终

接头将于 5 月 2 日正式吊装沉放， 它

的对接成功将标志着全长 5664 米的

海底隧道全线合龙。 港珠澳大桥是连

接香港、 珠海、 澳门的超大型跨海通

道， 全长 55 公里。 其中， 工程量最

大 、 技术难度最高的是长约 29.6 公

里的桥—岛—隧集群工程。
图为鸟瞰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西

人工岛 （4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唤回乡土情怀，从熟悉农作物开始
沪上多所中小幼学校借助本土资源，探索乡土课程

小学校园里， 小朋友们侃侃而谈光

合作用是怎么回事，这并不少见。 但是，
他们不知道餐桌上的蔬菜瓜果原先长在

哪里、 是什么样子。 这种对乡土的陌生

感， 在很多从小生长于城市的孩子身上

相当常见。
为了让孩子对自己的家乡有更多了

解，从而增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沪上多

所中小幼学校相继开出各类特色乡土课

程。 五一小长假正是不少小学开展乡土

文化教育的好时机。

结合地域特色，授课形式各异

乡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
通常都是可加以利用的教育资源。 在奉

贤区洪庙小学、闵行区七宝实验小学、闵

行区浦江三幼， 乡土教育是近年来每学

期都会开展的。
地 处 奉 贤 农 村 地 区 的 洪 庙 小 学 ，3

年前将一块约 2000 平方米的 L 形空地

改 造 成 了 一 座 开 放 式 乡 土 生 态 实 验

室———“法布尔实验室”。 这里有本地常

见的中草药、可食用的野菜，还有各类昆

虫、鱼类、小动物，以及 28 棵不同品种的

果树。 自然课讲授“叶插繁殖”，孩子们就

来到温室，种下多肉植物的叶片；语文课

教《小蝌蚪找妈妈》，任课老师就到小河

里，抓上几只蝌蚪当教具———“法布尔实

验室”已成为天然的教室和教材，又给学

校的其他课程带来许多灵感。
七宝实验小学则将代表性乡土地域

特色———七宝古镇融入日常教学。 这个

五一假期，老师还将带学生出门，实地讲

授校本课程———七宝古镇文化。 在品社

课、专题教育课、快乐活动日等课程和活

动中， 学生也能耳濡目染七宝古镇的历

史变迁、建筑风格、饮食文化等。
位于闵行区鲁汇镇的浦江三幼的乡

土课程， 包括本土方言和乡土体育两大

宝贵资源。 学校在“土地”里开展集体教

学活动，如“菜地里的歌”，教会孩子用普

通话和本土方言说出蔬菜的名称。 踢毽

子、跳竹竿、滚铁环、丢米袋等乡土体育

项目，也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从课程中了解“老祖宗的
智慧”

“孩子缺少对乡土的认识，更缺少一

种珍贵的乡土情怀。 ”洪庙小学校长何春

秀告诉记者， 乡土教育让学生能够了解

到“老祖宗的智慧”。 基于“法布尔实验

室”，洪庙小学开设的农耕课程是学生最

喜欢的课程。 这门课上，孩子们可以了解

到， 农作物成熟后应该用哪种劳动工具

处理。 学校的农耕博物馆是学生即使节

假日也乐于敲开校门去看一看的地方。
这个五一假期， 浦江三幼让孩子们

带一首沪语童谣回家，和父母一起唱。 园

长周陆妹说，老师在教孩子沪语童谣时，
明显能感受到， 在这种表达与传递乡音

的过程中，师生的互动更活跃、亲密了。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执行院长施

忠开展上海乡土音乐研究并在中小学推

广，已有数年之久。他说，越是浸润在这些

“老声音”里，越能感受到，不管上海如何

国际化，它的乡土文化始终是城市文明的

根，这需要后人不断传承、保护和发展。

增进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同感

七宝实验小学校长王瑾提到， 学校

里有一部分孩子来自新上海人家庭。 这

些孩子出生在上海， 所以对这里基本没

有隔阂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父母对本

土文化的认识有所缺失， 因此他们对这

座城市和自己“上海人”这一身份，其实

是缺少认同感的。

2013 年， 施忠曾带领学生参加全国

大学生“挑战杯”大赛。 他们寻访了六项上

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这些几近

“消失”的声音中，犹能窥见昔日上海乡土

音乐的辉煌，但如今其文化生态堪忧。 施

忠认为，上海乡土音乐的传承可以结合城

市化和国际化特征，从孩子开始。 “对乡土

文化有了了解才会有热爱，有了热爱才会

有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认同。 ”

洪庙小学学生在 “法布尔实验室” 培育植物。 （洪庙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