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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扩容提质，五大联盟
打造一体化科学课程

今年4月，在F1中国站赛场，复兴

教育集团的学生代表有幸走进索伯车

队维修区，近距离观赏F1赛车并与车手

交流，为F1进校园活动中的赛车车身设

计打开了新思路。

为更好地推进和完善区域科学教

育“一条龙”的布局和实施，虹口区教育

局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引领区内学校

科技特色的从有到优、从优到特。根据

学校发展方向、软硬件条件、区域产业

发展等多方面考量，虹口区确立了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碳环保、

航天航运等五大科学教育项目联盟校

作为战略支点，发挥教育集团和联盟校

优势，解决科学教育转型升级过程中的

重难点问题。

在高质量实施国家科学课程的同

时，近年来虹口区建构起层次丰富、覆

盖面广的科学课程群，加速科学课程扩

容提质。目前，在虹口区的62所学校

中，已有55所打造了科学课程建设方

案，55所拥有科学类校本课程，61所学

校拥有科学社团，58所学校将科学教育

纳入了课后服务。此外，虹口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还打造了校外科技教育课程

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创客、电子、科创、

生物等多个跨学科小组，开发了学材、

数字课程以及176节科技微课，并指导

五十二中、曲阳二中等校开发了科技类

校本课程，深化校园文化内涵。

自2017年启动“彩虹计划 ·科学素

养工程”以来，虹口区积极推进区域科

普活动全覆盖，开展贯穿全年的科技节

系列活动，年均150多场。近年来，虹口

区打造了“翼启 ·向未来”“科学魔法秀”

“科普游园会”“小小科普讲解员”等具

有品牌效应的区域特色科普活动，通过

近距离接触、沉浸式体验等多种途径，

将科创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中，年均惠

及5万人次以上。结合热点教育模式，

虹口区还积极引进新项目，如F1进校

园、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小初高贯通式

培养、“虹口复兴号”遥感卫星课程开发

和研学活动等。

为推进科技教育系统性功能性布

局，虹口区通过开展区域科技特色校评

选，对18所区级科技特色校和75个科

技项目加强指导，扶持学校打造精品，

并在此基础上遴选一批覆盖不同学段、

不同层次的区级科学教育实验校。

聚智汇力，构建科学
教育贯通培养模式

在积极发挥课堂主阵地

的作用外，虹口区进一步拓宽

社会大课堂的边界，持续发力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今年5月，上海科技馆、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

海技物所电子科学与技术实

践工作站、同济大学物理科学

与工程学院、太湖流域管理局

水文局、上海四象阅世科技有

限公司等6家单位成为虹口区

首批科学教育实践基地。

为创造贯通校内外浸润式学习环

境，虹口区在原区青少年科技实践中心

的基础上，通过软硬件两方面提升品质

内涵和工作能级，成立了科学-工程教

育中心。如今，虹口已有四个“中心”

（区创新实践人才培养研究中心、区科

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区青少中心—科

技实践中心、区科学—工程教育中心）

作为推进区域科学教育的核心力量。

四个“中心”将集聚资源、外引内联，与

十多所高校院所、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

场馆，以及高新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开

发科普项目、科技课程、先修课程等，实

现课内外实验实践资源的有效统整和

一体化衔接，形成共育创新人才实践的

良性循环。

在四个“中心”的指导下，虹口区

各中小学校已与各校外优质教育资源

形成紧密联动。如复旦大学附属复兴

中学、华东师大一附中、上财北郊、上

外东校已分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医学院“创新实践人才”培养基地

校授牌。虹口高级中学、上外附中等5

所高中和区青少中心作为上海市青少

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的实践点，每

年培育高一学生进站学习实践。如

今，虹口区内已有45所中小学校和相

关科普机构结对。

为更好地整合社会力量，为学生打

造更广阔的科学学习空间，虹口区人民

政府还与上海科技馆进行了区馆合作

签约，共建共享科学教育资源，携手推

进校内外科技活动课程的研发、专题研

学营的开展、科技馆示范校的创建、科

学教师的专项研训等工作。进阶式、多

渠道的科学教育培养模式不仅提升了

区域青少年的整体科学素养，更为探索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贯通培养路径奠

定了坚实基础。

转型创新，以“种子培
养法”育“未来科学家”

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更好推动

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上海市教委联合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海中心实施“未

来科学家”培养计划，每年在全市范围

寻找有良好科创基础和科创潜质的学

员加以进一步培养。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两年的“未来

科学家”培养计划，虹口区的入围学生

人数均居全市之首。不仅如此，每年虹

口区还有数千名学生在各级各类科技

竞赛和活动中获得优异成绩。

在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孙磊看来，

这归功于虹口区在科创人才培养实践

中提炼出的“种子培养”工作法——在

孩子们的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激发

科创梦、科研心，通过“松松土、护好

苗、搭架子”三阶段，助力“未来科学

家”成木成林。

近年来，虹口区致力于探索学生创

新素养培育的新模式新路径，以虹口青

少年科创人才培养工程作为孵化“基

地”，倡导“学生兴趣为基础、问题解决

为导向、项目实践为特征、创新课题研

究为主要内容”的培育方式，通过三级

管理、四项核心、四导师制、多元评价

（3+4+4+N）的模式，对科技后备人才开

展早期培养、中期评估、后期跟踪，培育

了全学段1000多名中小学生，孵化了

600多项创新课题。

在全方位科学育人环境的浸润下，

虹口区已有1所学校入选教育部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5所学校获评上海

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校，3所学校获评

国际生态学校，6所学校获评上海市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2所学校获评上

海市中小学知识产权示范学校。

积极探索与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中

小学科学教育，离不开一支善教学、精

业务、肯付出、强科研的教师队伍。为

全方位提升科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虹口区成立了科学教育指导委

员会，聘任14位行业顶尖专家担任委

员，构建多途径交互的科学教师队伍

建设体系。在科技素养方面，区青少中

心—科技实践中心对各校科技辅导员

先后开展了人工智能、空间技术和区馆

合作三个主题的专项培训，提升科技辅

导员的课题指导能力。在近五年的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教师版块角

逐中，来自虹口区的科技辅导员已斩获

全国奖项3项，市级一等奖9项、二等奖

10项、三等奖23项，成果丰硕。

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孙磊表示，虹口

区秉持“让科学的种子在每个孩子心中

生根发芽”的核心理念，聚焦“三横三

纵”科学教育立体网的优化完善，依托

区域已有“虹课优学”“虹师润心”等平

台，打造“虹科优创”科学教育新品牌，

支持鼓励学校共同开创“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的可续教育品牌发展新局面，

与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同一协

同组成员共建共享科学教育资源，实现

区域科学教育的转型升级。

作为上海市科技特色学校，学校将

“科学探究、科学应用和科学理解能力”

融入“复兴人精神”之中，通过构建科学

教育课程体系，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

在“复兴立达”科创坊课程中，学生通过

高水平实验室平台，开展“通识+专修”

的学习与实践。通过三个梯度的科创

教育课程群，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

自主选择研究项目，塑造严谨求真、理

性思辨、不懈探索等科学品质。

学校积极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探

索创新人才教与学的新方法。通过与

企业携手研发“虹口复兴号”遥感卫星

等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为学生打开

了一扇接触前沿科技、探索地球科学

的窗口。

一方面，学校通过建设高水平的

“姚晶走廊”、自主物理实验室、“虹口复

兴号”遥感卫星实验室、全市首个植物

组织培养室等特色平台，为学生提供了

广阔的探究空间。另一方面，学校也通

过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等

合作共建，为学生科学探究和工程创造

研究性学习提供深度学习条件，孕育出

了首位入选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ISEF）总决赛的选手和一批“明日科技

之星”，并逐步形成了在数学科创方向

上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标杆”。

在不久前落幕的首届“同济大学

未来飞行器设计中学生邀请赛”中，

华师大一附中的模型社团学生们凭

借其独特的飞行器创意和精湛的制

作技艺，荣获一等奖。作为学校科

创教育的一大亮点，“无人飞行器设

计与制作”项目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和追捧。

在无人飞行器工程实验室中，一

台由同济大学捐赠的复古莱特兄弟风

洞引人注目。学生们能够在这里亲自

测试自己设计制作的飞行器，并根据

风洞提供的详细气动数据进行飞行器

的调整和优化，以此不断完善他们的

作品。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无人

飞行器设计与制作课程更加注重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对研究课题的深入

钻研。课程实行双导师制，由本校科

技教师与高校教授共同担任导师，为

学生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支

持。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激发了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

除了无人飞行器课程外，华师大

一附中还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科技项

目，如头脑OM、工程机器人、DI创新思

维等特色课程，组建了丰富的科创课

程群。

凝聚校内外合力，擘画科学教育新范式
——虹口区高质量发展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一所以生态环保为特色的

上海市科技特色示范学校，广中路小

学紧紧围绕“绿色广中”，将生态文明

教育融入学校科学课程建设、博物馆

社团活动和校园科技节等活动中，引

导学生关注学校、家庭、社区中的生

物环境问题，培养学生关爱自然环

境、善用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的责任

意识和实践能力。

学校围绕虹口五大科学教育项

目联盟之“生物医药”板块，打造校

园农场，开发校园“中草药”特色项

目，设计并开展“小神农”草本与健

康项目化活动，让学生以“小神农”

身份，在对学校土壤进行理化实验

的基础上，分析并绘制校园草本植

物种植分布图，为植物学创新课题

研究打下基础。

在“土壤的秘密”课程实施的过

程中，学生走进博物馆学习，结合教

师开发的学习单，在环境因子互动实

验室，学习光、温度、水、土壤4个主要

环境因子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探

讨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

的现状和治理之策，让环保意识在心

中扎根。

DI工坊和OM空间是曲阳第二中

学的学生们最喜欢的科技活动场

所。结合DI和OM竞赛，学生根据给

定的主题进行剧本编写、方案设计、

道具制作和戏剧表演，从探究过程中

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动手动脑

的过程中建立创新思维、提高实践能

力、培养合作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

提升。

学校将科技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活

动中，以DI工坊、OM空间、智享无人

机、智造机器人等特色课程为核心，形

成了“创”“智”系列科技创新校本课程

群，让每一门课程都能“跨学科”。

DI工坊课程涵盖了数学、物理、美

术艺术、信息科技、科学、劳动技术等

多门学科，涉及音乐表演、剧本创作、

手工制作等多个领域，分为基础和进

阶两个层级。课程充分利用各类学校

和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机会和展示平台。近年来，该校学

生在各类DI竞赛中屡获殊荣。

作为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基地、上海市教学数字化转型整体

试验样板校和虹口区科学教育特色

校，曲阳第四小学拥有“明日之星”

“创新大赛”“机器人”三个区科技特

色项目，坚持致力于拓展科学实践

活动和有效开发科学教育资源的实

践与探索。

学校以新技术赋能为主线，围绕

“立足国家课程、优化学习空间、拓展

实践活动”三条途径拓展科学实践活

动和科学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学生科

学素养。在此过程中，学校将课程与

新技术深度融合，通过整合数字化资

源和智能教学管理，引导学生高效自

主深度学习，促进课堂师生互动，利用

教学互动教具及DIS数字化实验设备

提升科学思维。

学校开设了机器人、科技项目实

践、STEM等15个科学社团，为学生的

个性发展提供广阔平台。此外，学校

还打造了凸显“自主 ·创意”和“体验 ·创

想”的PBL学习空间，通过多屏同步展

示学生作品和讨论成果。

基于元宇宙技术，南湖职业技术

学院通过打造“一基地、三中心、一平

台”的数字化产教融合虚拟仿真基

地，即“5G+XR”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虚拟仿真项目研

创中心、护理产教融合虚拟仿真实训

中心、智慧商旅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和

虚拟仿真共享平台，使学生在元宇宙

中获得沉浸式体验，高效获取知识和

技能。

借助基地优势，学院成功入选上

海市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

每年承办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日等多项

市、区级活动，累计参观交流约1500人

次以上，为区域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助力。

在2024年虹口区数字素养与技能

提升月活动中，虹口区30余名小学生

通过虚拟创新之旅体验项目，现场模

拟健康护理、制作创意虚拟仿真场

景。在5G+XR新能源汽车智能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他们不仅体验了无人驾

驶车辆的操控，还体验了虚拟现实技

术在汽车修理场景中的应用。“这个虚

拟仿真实训系统真是太酷啦，只需要

带上‘MR眼镜’，就能亲手拆解汽车零

部件，在这样的课堂上课简直太有趣

了！”参与体验的郑同学兴奋地说。

上学期北郊学校的一堂科技社团

课上，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不同

材料进行保温性能测试。与传统的用

温度计来标记各时间节点温度这类记

录方式不同，学生们通过童芯派主控

板、温度传感器和点阵显示屏的硬件

组合自主编程，并设计了能高效、实时

监控各组实验温度数据变化的实验工

具，突破了传统实验教学的时效性低

和精度不足的局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创新教育，在北

郊学校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更是一种跨

学科融合的学习方式。学校鼓励学生将

机器人技术与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等

学科知识相结合，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解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

社会问题，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

为推动机器人创新教育持续发展，

北郊学校积极引入前沿技术和先进设

备，为学生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挑战与

机遇的学习平台。学生在通过学习机器

人编程、机械设计等专业知识后，还可以

参与各项机器人竞赛活动，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践能力，激发创新潜能。

暑假伊始，不少虹口学子又开始了“追星”。他们所追的，并非文娱明星，而是去年7月由复

兴高级中学、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冠名，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虹口复兴号”光

学遥感卫星。一年来，借助卫星传回的数据，“虹口复兴号”这个名字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虹口

学子的各类创新研究课题中。

为了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追星”，仅今年上半年，虹口教育就围绕“虹口复兴号”光学遥感卫星的应用，

对中小学校的科技辅导员开展了8次空间技术专题培训，以此提升对学生相关创新课题的指导质量。在

第39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有多位虹口学子凭借“虹口复兴号”的相关研究课题摘得殊荣。

科学教育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础，加强新时

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至关重要。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虹口区通过建设“三横三

纵”立体网，从科学课程的一体化设计、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和科学教育资源整合等方面不断发力。

卫星冠名、区馆合作、大师课堂、“未来科学家”计划……为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在高质量实施国

家科学课程的同时，虹口教育建构起了层次丰富、覆盖面广的科学课程群，不断加速科学课程的扩容

提质，从而激发更多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

的青少年群体。

复旦大学附属复兴中学 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北郊学校

曲阳第四小学

曲阳第二中学

广中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