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9月，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政府与苏
州新教育研究院合作办学，厦门市新教育学校由
此应运而生。开局即奔跑，起步即冲刺。学校立
足于新教育“十大行动”，根据“SDBE领先模型工
作图”进行差距识别，确定了“新科创”的特色追
求，提出了“让新儿童创造着长大，而不是长大了
再创造”的价值观。建校 3年来，学校以培养“未
来科学家”为使命，坚持打开校门办学校，让学生
拥有宽广的视野、丰富多彩的成长资源，不断丰
盈新儿童当下的生命，激活他们的创新思维，启
迪创新智慧。

行走，触摸独特的文化

朱永新教授说：“一个学生、一个教师，如果仅
仅生活在校园，仅仅生活在课堂，仅仅阅读教科
书，仅仅做参考习题，听不到窗外的声音，看不到
窗外的世界，这样的教师和学生是难以真正成
长的。”

对于地处四口圳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
数超过 80%的新教育学校来说，开阔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是个重要课题。孩子们来
自五湖四海，聆听窗外声音，可以从了解同安文化
开始。

在同安，苏颂的名字人人皆知。这位北宋名
臣广泛涉猎于天文、医药、政治等领域，独创七项

“世界第一”，被称作是“仰望星空的人”“中国的
达·芬奇”。他的品格和精神，影响着一代代同
安人。

学校先后组织学生参观苏颂博物馆、苏颂故
居芦山堂，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孩子们深入了解苏
颂的生平事迹、科学成就、社会影响等，对这位科
学家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孩
子们亲手制作简易水运仪象台模型，亲身体验苏
颂的智慧和创新精神，科学的种子已悄然种在了
孩子们的心田。

体验，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劳动促成长，实践创幸福。劳动打开的是另
一个孩子们很少接触的世界，养成的是出色的动
手能力和勤劳的品格。

2023年 3月 7日和 9日，学校分批次组织学生
来到鑫美园研学基地，探秘苏颂本草园，了解苏
颂在医药学方面的卓越贡献。鑫美园引进的航
天蔬菜育种技术和无土栽培模式令孩子们大开
眼界，真切感受到现代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巨大
变化。

在基地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零距离接触中
草药，兴味盎然地学习《本草图经》所记载的草药
基本知识以及草药的采集、炮制方法。中草药手
工坊里，孩子们充满好奇地学习制作能够提神、祛
湿的泡脚草药袋。经过闻药香、辨药材、称重量、
研磨粉、装成袋等一系列流程，一个充满中草药香

的泡脚药袋做好了。孩子们纷纷表示这是他
们第一次做草药包，用自己的双手收获劳
动果实，成就感“爆棚”。一名同学说：“我
要把草药包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帮他们
泡脚！”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懂得“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学校
在小学部和初中部的教学楼顶
开辟了“未来田园实验室”，共
占地 1500平方米。通过“分
田到班”，36个班有了自己
的“种植试验田”，成立了由
班主任、全班学生和家长志愿
者组成的班级种植管理组。学
校还专门聘请农业技术员，定期
到校指导学生进行田园管理、科学
种植。播种、浇水、除草、松土、施肥、
采摘……田园实验室成了孩子们的乐
园，亲自种植收获的各类时蔬、水果成了
孩子们的最爱。

创造，建设学校发展新样态

科学的种子，只有通过“做”，才有发芽成
长的可能。立足校情，学校成立了新童少年科
学院，构建了“1+4+N科学大素养”课程体系，其
中“1”是指国标《科学》课程，“4”是发明创造课
程、STEM课程、AI课程、家庭实验室课程四大
课程，“N”则是各年级开展的特色科学课程。
课程以传承苏颂创新精神为本，着力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激发他们科技创造的
热情。

学校聘请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科创教育
专家常建强担任导师，为孩子们搭建探索科学、积
极创新的新平台。以常建强老师为代表的科创教
师团队致力于新童实验室六大课程建设，他们精
心设计课程，每天利用社团课时间，带领孩子们大
胆开展科学实验、收集分析数据、撰写科学研究报
告。学生们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赛中学、写
中学，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均得到了有效发展，
科学素养飞速提升。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开展“家
庭实验室”，是学校科创教育的有效验收方式。
2023年 3月 28日，学校邀请全国知名科学特级教
师陈耀带着他的《一千零一夜家庭实验室》来校
指导。陈耀老师说：“家庭实验室是对学校科学
教育的有益补充，让孩子在课余、在家里也可以
进行科学实验，有利于培养孩子坚韧的意志力和
强大的专注力，逐渐形成热爱科学、肯钻研的科
学精神。”他勉励孩子们：“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属
于自己的角落，在角落里摆上你喜欢研究的东
西，然后做你喜欢的研究，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
家庭实验室。”陈耀老师的讲座极大地激发了孩

子们的探索兴趣。
科学素养大课程，儿童创新小天地。正如学

校的“领航人”王益民校长所言：“我们的家庭实
验室并不‘高大上’，养一盆花就是实验。孩子能
按照实验手册大胆去做，就是最好的科学实践。”
如今，在厦门市新教育学校，已有百余个家庭为
孩子打造“家庭一米实验区”，在日复一日的科学
探究实践中，热爱科学、大胆创新的种子在孩子
们的心中不断生根、发芽。在学校第三届科技节
上，拥有“家庭实验室”的孩子们将他们的小成果
带到了活动现场：有展示传统文化的木偶戏、古
法纺织机，有技术含量满满的净水器、人工孵化
小鸡实验……一个个脑洞大开的实验项目惊艳
亮相，大家纷纷惊叹：原来每个孩子真的都像科
学家那样在认真做实验！

孜孜以求，必有回响。仅 2023年，我校学生已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1项，授权 9项；在各类国家级
比赛中获得金奖 4人次、银奖 17人次、铜奖 2人次，
省、市级比赛获奖 300多人次。目前，厦门市新教
育学校已成为全国新教育实验新科学少儿科学学
院、少儿工程院首批联盟学校，全国A-STEM联盟
示范学校。今年 2月，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聆听窗外声音，对话缤纷世界。未来，厦门市
新教育学校会继续打开校门，充分利用各类资源，
突破学校教育之局限，将“有字之书”和“无字之
书”结合起来，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让新儿童创造
着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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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儿童创造着长大让新儿童创造着长大
■福建省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赵兴乐

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建
立在无数的物理定律之上。步入初
中阶段，学生开始学习物理学知识。
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我经常向自己：
我该如何带着学生学好物理？

新教育“聆听窗外声音”的理念
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聆听窗外声
音”强调将学生的生活经验、社会实
践和学科知识相互融合，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这一理念
与初中物理教育的理念相一致，不
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课本上的知
识，同时也能让学生从课本走向生
活，深入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课堂内外学习物理

物理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很多
知识需要从实验现象中认识。以人
教版《物理》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
四节的知识点“升华和凝华”为例，
这两个物态变化过程在生活中很难
具体观察到，只靠文字描述，学生并
不容易理解。课本中的“想想议议”
提出让学生观察装有碘颗粒的碘锤
在热水中和常温下的变化，上到这
一课的时候，我让学生分组实验，让
每个人都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为了让实验观察与探索更有方
向，课前，我根据课程内容针对性地
提出相关问题，要求学生在实验后
进行讨论。通过课堂实验，学生对
这些物理现象的理解更加深刻，对
物理这门学科的兴趣也更加浓厚。
在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同时，教
师在关键的地方进行点拨，能够使
课堂教学更加顺畅，学生对知识点
的吸收更有效，也有助于减轻教师
的授课压力。

这样由课本内容向外探索延伸
的例子有很多。一段网络热门视频
中，一名教师为了更好地讲解特斯
拉线圈，在课堂上对着一根窗帘滑
杆不断操作，最后在学生的惊叹声
中成功点亮了原本没有通电的灯
管，这名物理老师也被网友称为“雷
电法师”。我想，多年后，他的学生
也许早已忘记什么是特斯拉线圈，
但是这堂课带给他们的惊奇一定会
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

物理学科还有很多贴近生活的
趣味小实验，如声现象中的水琴、光
现象中的自制潜望镜……教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小实验布置为
课外作业，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
趣，强化学生的学科素养。

诗词民俗感受物理

古诗词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
的瑰宝，诗词中既蕴含着深刻的哲
理，也蕴藏着丰富的物理知识。

李白《望天门山》中的诗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
一片日边来”，描绘的是诗人远望天门山所见的壮美景
色。而从物理学角度进行分析，由于物体的运动与静
止具有相对性，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取决于所选的参
照物。“两岸青山相对出”中的参照物是行驶的船，青山
和船之间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所以原本“不动”的青山
此时却是“运动”的。

传统民俗、典故中同样蕴含有着多物理知识。“小
小秤砣压千斤”，依据的是杠杆平衡原理；“釜底抽薪”，
是关于沸腾条件的应用……学生了解这些诗词与民俗
背后的物理现象，不仅巩固了学科知识，还可以加深对
传统文化的认识。

名人事迹了解物理

初中阶段，学生会学到多种物理单位，除了常见的
“米”“秒”等，还有一些以人名来命名的单位，比如表示
压强的单位帕斯卡。帕斯卡是法国物理学家，为了纪
念他在大气压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压强的单位就
以他的名字命名。像这样的命名还有很多，如力的单
位牛顿、电流的单位安培等。

中国同样有许多令人敬佩的物理名家，古代的墨
子，近现代的钱学森、钱三强、杨振宁等，这些都是耳熟
能详的名字。时间离我们更近一些的，还有中国“天
眼”的主要缔造者南仁东。中国“天眼”是 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能够将中国空间测控能力由地球同步
轨道延伸至太阳系外缘，还能进行高精度的测量和观
测，如寻找暗物质、暗能量等。为了推动并完成这个项
目，南仁东先生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心血，终于在
2016年9月，中国“天眼”投入试运行。

教师带领学生探寻这些物理名家的感人事迹，可
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在探索和发现
中感受物理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体会物理对
国家和世界的巨大影响。

发展前沿看见物理

5月 28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完成了他
们的第一次出舱活动，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回望过去，从第一代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到
“两弹一星”；从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到“神舟”系列
飞船、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第一个空间
实验室“天宫一号”、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时
至今日，中国科学家持续在核物理、粒子物理、凝聚态
物理、纳米材料、高温超导、半导体物理等领域取得突
破性的重大成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国家的繁
荣，国家的强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及时了
解当下国家科技发展情况，从中挖掘与物理相关的信
息，能够增强学生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

通过“聆听窗外声音”，学生在学习掌握课本知识
点的同时，得以发现社会、文化、自然等各个方面蕴藏
的物理元素，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在思考、探
索、创新中，学生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
价值，逐步成长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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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每当回想起 10
年走过的支教之路，这句诗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
中。10年来，我和同事利用寒暑假前往四川大凉
山、云南怒江等西部山区支教助学 10余次，与山区
的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共读共写共生
活，我们也成了大山与城市之间的摆渡人，让山
区孩子和城市孩子的生命相互编织、彼此聆
听，共同感受窗外世界的美好。

江苏省徐州市西苑小学一直以晨诵、读
写绘、整本书阅读课程的实施为重点，大力
营造书香校园，推进新教育实验。2017年暑
假，在学校支持下，我们带着 50册绘本《彩
虹色的花》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
源县平川镇园田小学，开启了山区孩子的绘
本阅读之旅。

2017年 7月 3日，我在园田小学酣畅淋漓
地一口气上了两小时绘本课。课未结束，这些
孩子就开心地复述起故事内容。绘本唤醒了孩
子们对阅读的喜爱，他们讲故事的童声是我在大
山里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

几天后，有个叫阿牛正英的女孩主动找到我：
“老师，你还有好看的课外书吗？给我看看行吗？”
这让我激动不已，我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字典送
给她：“孩子，老师这里虽然没有绘本，但是我有一
本比绘本更奇妙的小书，这本书让我认识了所有
我想认识的字，送给你，你将来也会像老师一样喜
爱它！”随后，我陪她回家，教她使用字典。从此，
大凉山里的阿牛正英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本《新华
字典》。

回到徐州，我向班里的孩子介绍了大凉山孩
子的学习、生活情况，讲到山区孩子对书籍的需求
和对知识的渴望，进而讲到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
略，以及西部大开发在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的重大意义。孩子们的眼睛亮了，他
们纷纷把家里已经看过的书和用积攒的零花钱购
买的新书带到班上，一共捐出了 387本书，全部寄
到了千里之外的园田小学。

2017年秋学期开始后，我组织班上的孩子与
园田小学的孩子开展“两地共读一本书”活动。
我们班的孩子率先读的是《中华成语故事》，孩
子们每天一到教室就抓紧时间认真阅读，他们知
道大凉山的小伙伴们都在期待这本好书，他们还
说要记住故事内容，或许有一天和远方的朋友见
了面，就可以面对面交流一起读过的这些故事。
这些书顺利地寄到了园田小学，对于那里的孩子
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中华成语故事》，更是一

份深深的牵挂和鼓励。这样的活动受到园田小
学孩子们的喜爱，他们也养成了每天晨读成语故
事的习惯。阅读正悄悄改变着大山里的学习
生态。

随着共读活动的推进，两地孩子之间产生了
强烈的交流愿望。“有话想说，那就写在信中，让书
信带去我们的思念吧。”“鸿雁传情”活动就这样开
始了。

那节课上，孩子们纷纷拿出信纸，铺了又铺，
展了又展，生怕纸张不平整；每一笔落笔时都慎重
而有力，生怕笔迹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意；信封上的
地址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这些信到不了目的
地。那节课我没有指导，但是孩子们都学会了写
信，这是他们人生中写下的第一封信，一封有朋友
展开认真读的信！有个孩子这样写道：“如今，面
对繁荣昌盛的祖国，我们为了什么而读书？”我的
心被深深触动了，周恩来总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而我们这一代孩子读书又是为了什么，他们
能明白吗？信件到了大凉山，孩子们很快寄来了
回信。一个叫马名泽的男孩这样回复：“亲爱的同
学，我想我们应该为身边的人都能过上美好的日
子而读书，为世界大同而读书。”亲爱的孩子们，你

们的书信展现了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
风貌。

通信交流中，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山区孩子
走出大山的强烈渴望。在徐州市教育局、西苑小
学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2019年暑假，大凉山
孩子来徐夏令营活动终于开幕了。两地孩子
见面时微笑着互相注视，而我激动得连声音
都在颤抖：“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用热烈的
掌声欢迎大凉山好朋友来到徐州！”场面顿
时热闹起来，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们围在一
起、抱在一起，互相诉说着思念。

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希
望这次夏令营成为凉山孩子梦开始的地
方，也成为徐州孩子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
地方。我们一起瞻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聆听淮海战役中一个个不怕牺牲、保卫国家
的热血故事；我们在图书馆里席地而坐，浸润

书香；在奥体中心滑冰场，大凉山的孩子摔倒在
冰面上却放声大笑；泳池里，第一次游泳的孩子像
快乐的小鱼；我们一起登上云龙山顶，在山顶大声
喊出自己的梦想……

经过两地学校的多次研究，2020年，我们开设
了“空中课堂”，希望通过现代化的线上网络教学
引领两地师生开阔眼界，积极参与到语文新教学
的实践活动中。两地孩子拥有了同一间教室、同
一个课堂、同一位老师，他们互相提问，共同讨论，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第一次“空中课堂”开课
时，我们通过腾讯会议软件两地共上一节课，两地
教师带领学生用课件、图片、视频等一起游览祖国
的大好河山，赞叹地球村的神奇美妙；同时，两位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以小组合作的方式
深入探究保护地球家园的重要性。当大家提到水
资源浪费及枯竭问题时，大凉山的孩子们打开了
话匣子：他们平日里用水很不容易，做顿饭要下山
走很远的路去打水，山里的泉水就是地球母亲对
他们最大的馈赠……

当我们的学生看到山里的孩子走在黎明前漆
黑的夜里，举着捐赠的手电筒照亮上学路时，大家
纷纷表示要节约用电，要和山里的朋友们一起珍
惜可贵的能源。为此，两地学生共同写下“节能减
排”倡议书，一起为了美丽的祖国和地球节约
能源。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我们用爱连接两地孩
子之间的情感纽带，用心呵护少年成长，在教育路
上，我们用永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生命的价值，书写
爱的故事。

大山与城市之间的摆渡人大山与城市之间的摆渡人
■江苏省徐州市西苑小学 田吉娜

图为学生在认真做实验图为学生在认真做实验

图为孩子们寄给园田小学伙伴们的书信图为孩子们寄给园田小学伙伴们的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