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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江苏省
前黄高级中学被评为全国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学校制定工作计划，选择
“科学课程体系建设”“跨
学科教学实践”“学生科研
项目案例”“科学类场馆建
设”“拔尖创新人才评价”
五个主题进行研究。通过
协作交流、共商共享，不断
深化学校科学教育教学改
革，逐渐形成了“趣真思
创”的大科学教育体系。

学科内整合。深化学科课程的知
识分类体系研究，确保科学基础知识
全面覆盖，确保科学课程内容与时俱
进。重视学科实验教学与研究，形成科
学类全部实验课例的制作。“基于系统
思维的高中化学教学改革实践”入选
2023 年度教育部基础教育化学教学
改革典型案例。推行科学指导教师的
项目负责制，分学科承担学生竞赛活
动与项目。各学科组建学科建设联盟
校，建设科学教研基地。

领域内融合。根据科学领域共通
的发展史、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开设
《科学技术史》《科学思维与方法》《科
学实验》《人工智能初步》等校本选修
课程，体现科学研究方法和创新思维

的一体化。开发《科学伦理及规范》《生
命科学与伦理》等课程，讨论科学与伦
理相关的问题，强调科研活动的道德
准则和学术规范。采用大数据、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设丰富的数字资
源，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生动。

跨领域综合。优化通用技术课程，
增加工程项目学习与体验，如搭建 11
座运河桥模型。加强科学与数学、技
术、工程等方面的综合，开设系列
STEM课程。开展自然资源开发、生态
环境保护和减少灾害风险等方面的教
育，如进行“碳中和”相关教育。将人文
与艺术融入科学课程，提升审美与设
计能力，如开发“细嗅蔷薇———校园植
物赏析、培育与应用”课程等。

“趣真思创”，四层进阶。瞄准未来
人才需求，从“趣真思创”四个方面凝
练出学生表现的四层进阶。“趣”是指
从兴趣、乐趣、理趣到志趣，激发学生
的兴趣，引导主动探究；“真”是指从求
真、识真、崇真到致真，强调动手真做，
积极开展学科实践；“思”是指从感性
思维、理性思维、结构化思维到哲科思
维，开展分析论证，领悟科学思维方
法；“创”是指从模仿、集成、改进到创
造，培养创新能力，凸显学习方式的转
型。

内外联动，立体交叉。提升校内
科学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同时引
进高层次科学教育人才，外聘 6 位
科学教育专家，建立专业的科学教

育指导团队；聘请常州大学石油化
工学院孔泳教授担任科学教育副校
长，指导学生参加自然科学素养类
比赛。瞄准一些新的项目和重点项
目，搭建融通活动、竞赛和实践的
平台，如 IYPT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
标赛，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
学科奥赛或测评等。开展科技节、
科学实验、科技创作、创客、观测
研究等活动，推进学生科技社团与
兴趣小组活动。组织学生参观高新
企业，参与科研项目，如参与亚邦
制药的药品研发项目。开展职业体
验，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在实际生
产中的应用，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
创新精神。

在原有两个省级课程的基础上，学校进
一步完善科学类场馆的改造与升级，打造科
研、项目与场景一体化的互动教育场景。在科
学类场馆的规划、建设、管理与使用等各个环
节实现统筹协调，提高场馆的运营效率和服
务质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提高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改
善访客体验。

基地场景化育人。围绕动物博物馆，组建
了从宏观生态到微观分子的全系列生物学科
学习场域，形成了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
环境与健康四类场域，学生置身真实场景中
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总结、实践探究。以江苏
省“启·创”物理实践课程基地为平台，系统构
建了研学中心、实验体验中心、IYPT中心、科
创中心和数字资源平台。其中，智能机器人活
动室、DIS实验室、虚拟创意室等满足了学生
面向未来的科创需求。

区域资源有效利用。积极开展校外基地
的研学实践活动，在江苏淹城动物世界、佳农
探趣休闲生态园、常州石墨烯小镇等单位设
立校外学科基地；组织学生走进常州大学等
高校和一些科研院所。同时，学校为星河社区
等提供科学教育资源，推进科普工作。

推行发展性评价。“发现 +”：引入创造力
评价诊断和学科类别的智能检测，通过系统性
收集和分析数据，了解学生在创造性思维和创
造力表现方面的能力和潜力，并据此制定个性
化的教育计划和支持策略。“实践 +”：探索多
元的学科实践活动，开展校外实践活动，跟进
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围绕国家课程育人价
值延伸、领域统整的 HPS课程扩展、超学科
的跨领域课程创生，开展深入研究与实践。
“跟踪 +”：利用技术手段，分析和诊断学生的
学习状况，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依据；设置“时
光驿站”，让学生给未来的自己写信；进行学
生毕业后档案袋的长期更新，全面了解拔尖
创新人才在学术和创新方面的持续性表现。

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
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
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
重要基础，科学教育质量
对培养学生科学素质至关
重要。未来，省前中将进一
步突出重点：课程以探究
为重点，激发学生好奇心；
强化学科横向联系，开展
项目式教学；整合校内外
资源，用好社会大课堂。同
时，精准对接学生需求，不
断呈现科学教育的新动
能、新优势，种下科学的种
子，催生明天创新的花朵。

□ 记者谢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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