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构建“小中大一体化贯通式”科学培养链

宁波市镇海中学
创设丰富实践活动构建科学教育新样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科学教育是全学科参与的教育

什么是科学教育？华中师大一附

中副校长黄发享认为，科学教育不能

简单等同于科学课，更应该是一种培

养人的理念，科学教育应该融入所有

学科教学。华中师大一附中的科创活

动多种多样，包括院士讲堂与博士讲

堂、研究性学习、学生科学院和科技创

新课程。2021年秋季，学校20余位博

士教师为全校师生开设了15期课程，

启迪学生思维。2021级的学生在研

究性学习中，一共提出了182个研究

性主题，设计了334个子课题，最终结

题数量达到320个。去年，学校成立

了“科技创新课程中心”，在与高校企

业合作开发课程的同时，还随时记录

课堂教学数据，获取第一手数字教学

资源，并与合作学校开展跨校、跨学科

线上协同教研。

重庆市巴蜀中学
依托数字孪生校园“巴蜀云校”打造教育共同体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的灵感比  %的汗水更重要

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

水，其实，这句话还有后续，即1%的灵

感最重要，甚至比99%的汗水都重

要。对于这1%，我们教育能做些什

么？南师大附中校长徐飞用四句话概

括学校的探索：让学生有天马行空的

时候，有大惊小怪的时候，有白日做梦

的时候，有忘乎所以的时候。

2014年起，南师大附中面向全校

师生推行全科阅读。学校要求每位学

生在高一高二时，每学期从6个学科

领域选读一本书，两年下来每个领域

要选读4本书。学校希望学生养成阅

读习惯，了解全域知识，形成跨学科的

思维，并养成健全的人格。学校还为

此培养了教师教研组，指导学生开展

阅读，并形成读后感。

比如，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一书时，学生可以通过梳理生物进

化的轨迹，培养结构与功能观、进化与

适应观，并能用生命观念认识生命世

界、解释生命现象；还可以学习达尔文

运用地理、历史知识解决生物学问题，

培养跨学科思维等。

相关链接

组建高水平师资，让科学教育回归所有学科

引导学生会“玩”，正是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

科学教育也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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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内容丰富、适合不同层次学

生的科创类课程，联动各方资源搭建多

样的体验平台，充分挖掘学科竞赛的育

人价值……可以说，在科学教育方面，

这些顶尖高中都是“武林高手”，它们的

探索之路也透露出大致相同的育人理

念。在此基础上，各高中还结合城市特

色和资源优势，逐渐形成了颇具地域特

色的育人模式和科学课程实施路径。

“高中科学教育的节拍，要与城市

发展同频共振。”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

的一句话，道出了高中科学教育的探索

方向，阐明了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之于

一座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

说，这些顶尖高中是推动国内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探索也为

未来高中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积累了

经验。

国内顶尖高中如何探索科学教育？
如何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位高中掌门人在沪“华山论剑”

高中如何开展科学教育？当下，国
内不少中学都在教学实践中摸索答案。
可以说，谁能在高中阶段提前布局、探
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创新路径，
或许就能在培养未来人才的赛道上赢得
先机。

日前，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11

所顶尖中学的掌门人在沪开启了一场
“华山论剑”。如何全面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
发展，他们的分享与思考，从某种意义上
说，绘制出了当下中国顶尖高中科学教
育的实力版图。

本期受访嘉宾有——
冯志刚（上海中学校长）
周彬（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校长）
王晓楠（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暨

联合学校总校党委副书记）
李晓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校长）
朱华伟（深圳中学校长）

文汇报：科学教育已经成为全国基
础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对

高中而言，科学教育做好了，也是为高

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如何

在高中日常教学和学生活动中，点燃学

生对科学的热爱与激情，培育他们的科

学素养？

冯志刚：给科学教育做“加法”,需要
在引导学生会“玩”上下功夫。所谓的

“玩”，其实也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科学能力、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培养

学生主动探索的精神。高中科学教

育可以“玩”成什么样，取决于学校课

程、教学、环境、评价等各方面的科学

合理设计，以及给学生多少“试错”的

空间。

以上海中学为例，2002年，学校在

全市率先建创新实验室。至今，上中建

设有纳米光子学实验室、环境工程实验

室、仿生机器人实验室等36个创新实

验室和“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中心”“分析

测试中心”“影视传媒中心”“音乐戏剧

中心”以及“美术中心”等五个实验中

心。目前上中已有的科学课程涉及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人工

智能等11个领域。每年，科学与工程

领域学生课题100%基于数字化创新实

验室开展。

未来，学校计划建设500个创新

实验室或空间，分布在校园的每个角

落，并为每个实验室设计相应的课程。

王晓楠：人大附中的科学教育覆盖
所有师生。我们发现，学生中总有人对

某些学科具有超常潜能，学校通过鼓励

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竞赛，从

而为他们搭建舞台。2019年至2023

年，人大附中学生共摘取全国五大学科

竞赛金牌145枚。2024年，人大附中在

五大学科竞赛中均有学生进入国家队，

取得了“大满贯”的好成绩。

在参与竞赛的过程中，学校看重

的不是金牌，而是学生成长、成才的过

程。学校会对学科竞赛获奖的学生进

行跟踪调查。比如，生物竞赛获奖的

学生中，不少人在大学时选择攻读生

物、医学等相关学科。

曾有一位人大附中的学生，在高一

时就已获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考入

清华大学后，他一边读书，一边进入旷

视科技公司工作。他带领团队开展人

脸识别技术的研发，已经获得几项世界

第一。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学科竞赛是

他们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助推器。

李晓辉：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地理

位置非常特别，学校紧邻教育部，一校

五址，校园面积不足80亩，却有5000

多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满足高中

基本的体育、艺术类教学已经不易，如

何开展科学教育？为此，学校积极拓

展各种科学实验室和空间，为学生创

造各种条件开展科学体验和探索。

比如，北师大实验中学的科技与

人文节已经成为学校的品牌活动之

一，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演讲、科技沙

龙前沿讲堂、科学教育宣传和互动展

览等，至今已经举办了40多届。每

年，学校会拿出整整一周时间举办各

类科普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鼓

励学生自己建立科技类社团，鼓励他

们参加科技竞赛。此外，学校还联合

博物馆、科技馆、科研院所和科技企

业，吸纳科技界家长和校友资源，形成

立体多维的科学教育体系。

文汇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高
中开展科学教育给教师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上好科学课的关键，是有

一支高水平的科学教育队伍。科学教

师如何培养？怎样撬动教师参与科学

教育的热情？

周彬：华东师大二附中12年前就

建设了科创实验室,学校目前有6名科

学教育的全职教师。但科学教育不只

是这6名教师的工作，可以说，科学教

育融汇于各学科的教学中，每位教师

都承担着科学教育工作。基于教学一

线的经验，我们的理解是：如果仅将科

学教育视为一门独立学科，那么其他

学科的教师就会堂而皇之地“绕开”科

学教育。

我经常跟老师们说，高中教师要

警惕“教材思维”，无论是语文老师、数

学老师、物理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化学

老师，在上课时，如果简单地将学科知

识教授给学生，就会让他们在表面上

掌握知识的同时，失去两样更宝贵的

东西：一是失去发现知识的基本技巧，

二是失去发明创新知识的胆量。故

而，在华东师大二附中，科学教育一直

在尝试做出改变，即让科学教育回归

所有学科。

朱华伟：深圳中学有100多位毕

业于海内外顶尖大学的博士老师。从

2021年3月起，深圳中学依托这些博

士教师开展“深中博士讲堂”，主题涵

盖数学、物理、天文、大气、海洋、材料、

机械、仪表、医学等多个学科。每周四

下午3点50分至5点10分，我也会和

学生一同聆听老师们的科学课。

讲堂的授课内容，包括清华大学

博士李江伟老师讲授的《单分子的奇

妙之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周文钊老

师讲授的《探索材料科学，服务科技创

新》；北京大学博士刘子豪老师讲授的

《从高中课堂到化学科研》……起初，

我担心老师们会讲得太专业、太艰深，

没想到，他们都能够深入浅出，且在讲

解中涉及多学科知识，我也几乎每节

课必到，听后很有收获。

冯志刚：在上中，拥有博士学历
的教师也超过40人，单物理学科就拥

有12名博士教师，这是我们开展高质

量科学教育的基础。

除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我们还

会邀请具备高水平学术能力的大学

教授、科研院所专家参与到中学科学

教学中。为吸引更多对科学感兴趣

的拔尖学生加入，中学教师成为外请

专家的“助教”，师生在相互学习和促

进中，形成更适合高中生的科学教育

内容与方式，营造良好的探究科技创

新氛围。

眼下，上中每学期有来自高校、科

研院所的 200余名校外专家进校授

课。此外，学校每年还有固定参与课

题指导的63名校内教师，与高校专家

一同形成了相对权威的科学教育教师

团队。

我常跟老师们说，不能进入高中

后第一年是博士水平，第二年是硕士

水平，工作几年后只会教高中课程

了。科学教育的开展，也给教师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文汇报：观察这些顶尖高中开设
科学教育的方法不难发现，在实际办

学中，单凭高中自己的教育资源和力

量还远远不够，如何将育人的视野放

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

朱华伟：深圳是一个具有创新基
因的城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深

圳中学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

学校的家长资源非常丰富，不少人是

各行业领域的精英，为此，学校设立

“百职讲堂”，邀请与深圳城市发展相

关的，工作在企业和科研院所，甚至

从事科技投资工作的家长走进学校，

为学生带来信息技术、芯片技术、智

慧城市、元宇宙等丰富的讲座。

此外，深圳中学与创新企业合作，

在学校设立了11个创新体验中心，这

些企业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大疆-创新智能

设备有限公司、华大基因研究院、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可以说，深圳的头部创新企业几乎都

与学校有合作；在高校方面，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国内知

名高校也先后在深圳中学设立了12

个创新实验室。去年，学校建成深圳

中学工程技术创新体验空间，占地800

平方米，内部有机整合融合制造中心、

机器人、科普长廊、量子计算实验室、

STM(扫描隧道显微镜）实验室等多个

空间。

冯志刚：在上中，撬动高校力量
参与科学人才的培育，已有20余年的

历史。但是合作培养人才不是举办

个仪式、挂个基地的牌子就可以了，

而是需要高校的院士、知名科学家走

进中学校园，切实指导学生开展科学

探索。

比如，上中每年都有10位高一学

生参与复旦大学金亚秋院士领衔的

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的科研实践。2022年，郭焕

琨同学在参加该实验室的项目研究

中显现出对该领域的学术志趣，以第

二作者的身份在天线与微波领域的

国 际 顶 级 期 刊《IEEE Transactions

onAntennasandPropagation》(简 称

IEEETAP)发表论文。

从对首届参加“复旦-上中导师

制计划”的2017届上中毕业生统计来

看，84%的学生仍在学术引领匹配领

域，尤其是科学领域攻读硕士、博士

学位。可以说，与高校的合作育人，

为学生提前找到自己的志趣提供了

更好的机会。

周彬：华东师大二附中在过去20

年里，一直引导学生完成科学探究的

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欣喜之

余，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中学里进行

大量的科研探究，是否会影响科研的

规范性、影响学生对科研本身的敬

畏 ？ 这 些 科 研 课 题 的 成 果 如 何 应

用？我一直说，高中科学教育绝不是

大学教育的精简版和模拟版，我们要

根据高中学生的思维模式，提供给他

们适合的科学教育内容，这也是我们

需要不断探索的方向。

李晓辉：北师大实验中学完善科
学课程供给，梳理建设了覆盖初中、高

中所有学科的必修课、校本课程，构建

了科学课程体系。学校还将课程进行

拓展，形成小初高大连续培养体系。

目前，北师大实验中学正在实施教育

集团化，借助教育集团，几所成员校联

合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形成整体的

科学教育特征和氛围。

引入外部资源不是挂牌了事，而要探索激发学生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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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
海中心发起，面向国内顶尖中学成立了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世界顶尖中学联
盟”，联盟成员校除了上海中学、中国人
民大学附属中学、深圳中学等中学外，成
都市第七中学、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重庆市巴蜀中学、宁波市
镇海中学等中学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日前，这些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也分享了
各自具有地域特色的育人模式，他们的
介绍充分说明，科学教育也要因地制宜。

重庆市巴蜀中学一直在探索K12

一贯制的科学教育培养路径。巴蜀中

学联动巴蜀幼儿园和巴蜀小学，开发

了以“创造幸福向未来”为主题的贯通

式科学培养课程体系。校长李潇珂介

绍，学校尤其注重对学生科学兴趣的

培养，还积极与大学联动，与高校知名

校友沟通，定期为学生开展科学讲

座。同时，依托巴蜀中学的数字孪生

兄弟“巴蜀云校”，已与全国147所学

校开展线上线下的科学交流和实验活

动，最终形成教育共同体，让更多地区

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科技进步给人类生

活带来的福祉。

在宁波市镇海中学杭州湾分校，

周边是港口物流、智能制造企业的集

散地和项目集合地，依托这些大型实

验室，学校可以开展富有地域特色的

科学教育，将相关学科的探究活动与

企业实践相结合。此外，学校还创设

丰富的大型活动，组织科学类赛事和

社团活动，促进学生特长发展。

镇海中学常务副校长沈虎跃介

绍，学校可实现科学赛事“一月一赛”，

鼓励学生参加青少年科学嘉年华、青

少年创客大赛、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等活动。学校还持续引进大院、大所、

高新企业的高端人才作为学校兼职导

师，并引入博物馆、科技馆等校外科技

教育资源。目前，学校已与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西北

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和宁波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等合作，开设科学实验基地，

协同发展构建科学教育的新样态。

在科学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高中还存在对科学素养培养的实践探

索不够深入，科学教育小中大一体化

培养体系衔接不畅，师资和课程建设

严重滞后、跟进不力等问题。这些问

题如何破解？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黄月初认为，加强科学素养培育，

不能止步于科学教育活动、科学知识

普及的表面繁荣，而应致力于培育学

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黄月初说，科学

教育要引导学生将“小我”融入“大

我”，厚植家国情怀。湖南师大附中开

展“科学素养系列课程”“小学中学衔

接”和“中学大学对接”育人探索，初步

构建了基于科学素养的“小中大一体

化贯通式”科学培养链，形成了较为成

熟的科学素养贯通式培养体系。

成都市第七中学
升级科技创新教育课程体系

科技创新教育课程是成都七中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课程的组成

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易国栋介绍，学

校注重加强学科建设，挖掘学科课程

中的科技创新教育元素。不断挖掘

国家课程资源，优化课程设置，丰富

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形成了依

次递进、相辅相成的课程群。打破课

程实施的时空界限，同时平衡学生理

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学习，让学生的兴

趣转变为志趣，帮助学生寻找未来专

业领域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