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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本报见习记者 王子欣

我省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全社会教育优势资源，构建“大科学教育”格局——

“通过不断地观察和研究，我们
发现这个化石的原身是剑龙，彻底颠
覆了一开始的猜想。”南京市银城小
学的学生们在《消失的恐龙》实验课
上，动手拼接恐龙化石模型的不同部
位，进而在实践中锻炼科学思维能
力。“在根据化石复原恐龙模型的历
程中，他们会经历推翻设想再重建知
识的过程，这和真实的科学研究是相
似的。”该校科学教师陈馨说，“让创
造力在课堂真实发生，激发孩子的好
奇心，才能让他们真正爱上科学。”

近日，江苏省科协、省教育厅联
合印发《关于命名“十四五”第二批
江苏省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的通
知》，其中省中小学科学教育示范学
校有 30所。以科学教育示范学校
建设为抓手，我省各地各校高度重
视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构建高质
量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充分发挥
全社会科学教育优势资源，深入推
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创新，在孩
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优化顶层设计，
探索科学教育“新模式”

如何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

象力、探求欲？如何培育具备科学
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
青少年？自 2023年 5月教育部等
1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以来，
我省各地各校着力优化顶层设计，
构建高质量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

2024年 1月，教育部公布首批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常州
市天宁区作为入选区域，承接召开
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区第十四协同组
首次活动。作为科教之城，常州市
以“在传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发展”
为科学育人特色，以“我有一个院士
梦”为价值引领，引导青少年将科学
兴趣转变为科学志趣，和其他实验
区域一起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科学教育典型经验和创新成果。

昏暗的灯光下，学生们转动地
球仪，仔细观察晨昏分界线的明暗
变化。这是全省小学科学学科深化
思维型教学研讨活动中的一堂观摩
课，由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校长许晓春为大家讲解昼夜交替的
奥秘，全面展现了科学学科教改实
践理念更新、路径探新、成果结新的
生动景象与阶段进展。“科学教育要

‘思行合一’，多维度科学素养发展
需要依托科学思维和探究实践来推
动。”作为南京市小学科学学科带头
人，许晓春深知课堂实验对科学认
知塑造的重要性。

“2022 年国家新课标发布以
后，南京各区各校都在积极将国家
育人蓝图落地转化为科学教改的

‘施工图’。”南京市教学研究室科学
教研员杨健说。2024年年初，玄武
区获评“国家级义务教育教学改革
实验区”，在此背景下，该区以学校
为主体，建立“政府重视、行政主抓、
双翼支持、督导跟进”五位一体管理
范式，突破传统科学教育的路径依
赖。玄武区教育局副局长林虹介绍
说：“我们还出台了《玄武区青少年
科技创新区长奖实施方案》，将学校
科学教育工作纳入‘十四五’教育发
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要点，以及‘玄武
区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激励中小学培养学生科学创造的热
情和潜力。”

丰富课程内容，
培养“小小科学家”

作为 2023年度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立体规划“全场域、互动型、浸润式”
的物态课程，构建了叠水瀑布、农耕
园、温室暖棚等景点有序组合的校
园微型生态系统，让孩子能在校内
有探索实践的空间。该校还着手编
订《一百个学科进阶小实验》《一百
个家庭进阶小实验》等综合校本课
程。“我们将科学教育和校园文化相
结合，传承‘爱国、创新、拼搏、奉献’
的开甲精神，培育像程开甲一样具
有家国情怀和报国本领的时代新
人。”该校校长薛法根说。

“用‘科学的神奇’激发‘学生
的好奇’，是开展中小学科学教育
的突破口。”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缪永留说。爱科学
书架、科创中心、金点子校园电视
展播……维扬实验小学自主开发了
适合小学生操作的科学工具教材，
构建与时俱进的科学课程体系，铺
开一张全方位的科学教育网，比如
开发激光切割达人等课程，开展智
能灌溉、太阳能自动控温等科学项
目，通过项目化学习激发学生的探
索精神。

（下转第2版）

主题为“聚焦劳动教育，共话幼儿成长”的盐城
市学前教育专题研讨活动近日在盐都区举行，与会人
员沉浸式观摩幼儿园室内外环境及幼儿活动，对“小
农夫”分工协作，享受劳动乐趣的场景纷纷拍照、点
赞。图为盐都区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参加劳动活动。

卞桂富 严实有 摄

为钟爱的事业奋斗到生命尽头
■本报记者 李享

“60年的语文教学人生，40年
编写教材，20年研究母语。”这是
江苏省泰州中学语文教研组原组
长、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副
所长张本良对洪宗礼教育生涯的
概括。“先生对课堂教学的执着、
对教材编撰的痴迷、对母语教育
研究的热忱、对教育事业的一往
情深，令后辈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张本
良说。

1937年，洪宗礼出生于江苏
镇江。196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
从苏北师专（今扬州大学）毕业，
来到江苏省泰州中学，怀揣着“一
定要当一名好教师”的理想，登上
三尺讲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从
此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想到就要登上讲台，洪宗礼
雄心勃勃——学生时代优异的成
绩，以及在学生干部工作中练出
的“一张铁嘴、一口普通话、一笔
好字、一手好文章”，担任初一年
级两个班的语文老师、一个班的
班主任岂非“绰绰有余”？哪知

“登堂”并不意味着“入室”，站上
讲台容易，站稳却不易。

登上讲台后不久，洪宗礼执
教公开课《小橘灯》。为了上好这
堂课，他足足准备了三天三夜。
课上，他使出浑身解数，把大学时
写剧本、作演讲、出板报的所有本
领全用上了。然而洋洋洒洒的一
节课下来，评课教师却一针见血
地指出：“这堂课虽然精彩，却忘
了学生。”虽然公开课的结果并不
理想，却让洪宗礼重新认识了教
师这个职业，寻觅到了自己语文
教学生涯的拐点。此后，他无数
次解剖这堂公开课，并由此开始
了“练口——锤炼准确而生动的
教学语言，练手——锻炼科学而
美观的板书，练情——培养热爱
和尊重学生的感情，练心——形
成 灵 活 多 变 的 教 育 机 智 ，练
文——提高对课文的理解和分析
能力，练艺——提升语文课堂教
学艺术”的全方位“讲台练功”
历程。

洪宗礼始终认为，语文教师

应是个杂家。所谓杂家，就应该
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了解
各方面的知识。江苏母语课程
教材研究所原副所长、海陵区教
育局原副局长丁翌平告诉记者：

“洪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他穿着从不考究，衣服旧
点可以凑合，但看书学习从不懈
怠。不论在他的宿舍还是办公
室，他的专用书橱总是一个接着
一个。”

据张本良介绍，洪宗礼曾深
情地告诫后辈：“每个成熟的教
师，都离不开讲台的修炼，都需要
在讲台上‘摔打’；一个教师如果
离开讲台，就如安泰俄斯离开大
地，终将一事无成。”三尺讲台是
洪宗礼的练功台，50平方米的教
室是他自我提高的练功房。一堂
课45分钟，时间是有限的；50平方
米的课堂，空间是有限的，洪宗礼
却凭借自身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
基本功，在有限的时空里发挥出
了教育的无限创造力。

（下转第2版）

自1960年登上讲台，洪宗礼深深扎根教育事业，在语文教学、教材编写、教育科研领域树立了三座丰碑。他说，自
己的幸福与快乐就是——

人物简介：
洪宗礼，当代著名语文教育

家，曾担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教
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江
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导师，
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兼职
教授。

从教 60余年，洪宗礼在长
期实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构建语文教育“链”的理论，主
张把“知识—引导—历练—能
力—习惯—素养”编织成网状
科学系统，探索高效语文教学
之路，总结了“五说”语文教育
观和“双引”教学法，逐步探索
形成了“洪氏语文”教学体系；
主编的语文教材在全国 26个
省 、市 、自 治 区 的 600 余 个 县

（市、区）使用，印发 1.6亿册；出
版《洪宗礼与母语教育》等专著
24 部 、文集 8 卷，发表论文数
百篇。

本报讯（记者 赵玉姝）
为全面落实教育部“平安留
学”行前培训工作部署，提高
出国留学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防范能力，5月 18日，江苏

“平安留学”宣传周启动仪式
暨首场行前培训会在南京举
行。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兵
出席并讲话。

杨树兵指出，江苏“平安
留学”宣传周和行前培训会
的举办，是贯彻落实教育部

“平安留学”工作的具体行
动，是服务保障江苏留学生
成功留学、健康留学、安全留
学的重要举措。他寄语即将
出国留学的江苏学子，一是
期待大家平安留学。希望同
学们在外期间积极融入学习
和生活环境，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自我安全保护意
识，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二
是期待大家学有所成。希望
同学们始终保持上下求索的
科学精神，心无旁骛学习国
际先进知识、技术、管理经
验，拓宽眼界和视野，努力成
为堪当大任、能做大事的优
秀人才。三是期待大家学成
报国。希望同学们坚持弘扬
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把“爱

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
行”统一起来，找准专业优势
和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找准
先进知识和我国实际的结合
点，与时代同奋进、与祖国共
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启动仪式上，南京市金陵
中学、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南
京市雨花台中学、南京大学附
属中学等 4所学校代表签署
了《“平安留学”行前培训承诺
书》，承诺将认真组织实施好
高中毕业拟出国学生的行前
培训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关心
关爱。行前培训会还邀请相
关高校教授和医学专家，围绕

“留学与报国”“平安留学与领
事保护”“海外留学常用急救
知识与技能”等主题为现场学
生及家长作辅导报告和实操
训练，为拟留学人员提供有针
对性的专业化指导。

本次江苏“平安留学”宣
传周于 5月 18日—25日举
行，分别在南京和苏州开展系
列培训活动，培训内容涉及个
人安全、国家安全、反诈防诈、
普法教育、学成报国、急救知
识等主题，助力学生提高安全
意识、提升防范本领。

2024年江苏“平安留学”宣传周
启动仪式暨首场行前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5月 17
日，南京大学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成果发布
会和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报
告会，在建校 122周年之际进一步坚
定奋进“第一个南大”建设新征程的
步伐与决心。

2022年 5月 18日，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南京大
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勉励大家大
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
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在坚持立德
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
表率。两年来，全体南大师生员工特别
是广大留学归国青年学者深入学习贯
彻回信精神，取得扎实成效。

“博士生讲师团入选 2024年教育
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开展‘工
程硕博士’等专项招生，首批入选‘国
优计划’”“参与研发的首颗太阳探测
科学技术实验卫星‘羲和号’顺利升
空，在全球首次观察到引力子激发，
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屡次打破
世界纪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承担名列前茅，形成一批名家
团队”“深化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英
国剑桥大学等重点高校以及国际组
织的务实合作，实施全球战略合作伙
伴推进计划”……成果发布会上，记
者了解到，南京大学以“奋进行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在坚持立德树人、科技自立自强、坚
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取
得一批重要成果。

“作为学生，使命感和责任感是
对前沿理论知识、优秀科研素养的渴
望；作为青年学者，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多是对科技自立自强、卓越人才培
养的追求；作为人才人事部门行政管
理人员，使命感和责任感又多了一份
对为国引才育才的思考和践行。”报
告会上，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副处长
缪峰分享了自己从南大学子，到留学
归国青年学者，再到学校人才人事职
能部门负责人的奋斗历程，“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报效祖国、服务人
民、为南大创建世界科教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是我
作为一名南大人一生无悔的追求。”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没有完成时。”南
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表示，发布成
果，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向未来，要以永远
奋进的姿态，不断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不断强化科技
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不断贡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
发展，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南大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活动当日，南京大学还启动了“南京大学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研究青年学者成长计划”，并与相关合作方签
约共建“深时数字地球”“南京生物与医学电子显微技术
研究中心”“中国改革开放基础数据集成大系”“数字人
文与城市创新研究”等行动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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