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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学教育新高地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扎实推进科学教育持续发展
□冯  虎  方佳佳
近年来，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以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为契机，以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以校本课程为发展地，以校外实践为延伸地，拓展科学教育资源，构建科学教育场景，
实施三级课程管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变革教学方式，探索多元评价，形成育人体系，提
升科学素养，扎实推进科学教育持续发展。
强化领导组织，营造科学教育文化氛围
一是学校成立以党支部书记、校长为组长的科学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东平路小学科学
教育三年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组建科创中心办公室，统筹实施开展各项科学教育工
作。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上级相关文件，积极参加全国协同组推进会等有关专题会
议。加大设备配置，在科创楼建探究实验室4间、机器人室1间、科技创新室1间、计算机室1
间、劳技教室1间，添置激光切割机3台、3D打印机5台、微型机床10台。将科普经费纳入年
度预算，并征得上级专项经费予以支持。
二是建科技文化长廊，宣传科学家精神及科普知识。在科创楼一楼走廊设置“未来科学家”
系列专题。设置未来科学家来提问吧、未来科学家来实验吧、未来科学家来记录吧、未来科
学家来创新吧、未来科学家来科普吧五个主题展示栏。主题展示栏采用开放式征集活动，全
校师生均可参与提问、记录等活动。使用开放式的方式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科学家潜质。
三是设置科技角用于展示学生的创意制作和发明，鼓励学生积极动手、动脑，做一个爱科
学、用科学的“小科学家”。建立班级科技角，让学生感受科学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创新校本教研  加强科学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优化配置结构，整合校内外优秀资源配强科学教育两个团队：聘请阜阳师范大学兰伟教
授及市区科学教研员组成专家团队，校内市级骨干教师领衔成立指导团队。各部门、各年
级、各班级对科学教育工作积极参与、协助、合作，形成一个系统的全覆盖的科学教育工作
网络。
二是聚焦科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扎实开展校内常规教研，同年级
内1名专职科学教师任教研组长，每周三定时、定地、定主题、定人员，开展集体备课、课
例研磨、主题研讨、优课观摩等教研活动。兼职教师同年级不兼带本班科学课，专职教师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主动承担本年级师资培训任务，为每位教师配齐名师优秀教学设计，帮助
提升专业素养。
三是重视外出培训，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选派科学教师外出学习、交流的同
时，请专家学者进校培训，逐步配齐配强科学师资队伍。建立一支科学素养高、专业水平
高、辅导能力强的优秀科技辅导员队伍。组织车模、建模、无线电测向、信息科技、科技劳
动等科技辅导员参加专项培训。加强区域协同，利用线上研修，实现互动交流，共同提升教
师实践和创新能力。申报科学教研课题，鼓励教师参加科技创新、实验说课、教具制作大
赛，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聚焦课堂教学  促进科学教育教学方式变革
一是认真落实《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制订科学课程实施规划，开足上好科学课，改变实验
灌输教学方式，创造条件保证科学实验开设率达100%。每年级一个专用实验室。组织教师梳
理各年级实验目录，配齐实验器材，分年级分室专柜存放，便于寻找使用。规范实验操作，
设计实验手册。采用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体验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变
异思维。运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改进实验教学。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增加实验课时。开辟实验空间，培训家长，指导孩子开展家庭小实验。
二是围绕科学核心素养四个维度，积极进行课堂实践，探索小学科学自主学习、示范讲解、
实践探究、展示交流、总结应用的课堂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变革学习方式，大幅提升
科学课堂教学效果。
建构三级课程  赋能科学核心素养提升
规范基础课程。严格落实课程设置，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重视科学实验教学，每年级设
置1个实验室，线上线下结合，加强集体备课，依据课标、教材梳理每个年级每学期科学实
验目录名称，配齐对应实验器材，指定专人管理，分类存放，方便使用。加强实验拓展，联
系家校协作，普及家庭小实验，进行专题比赛，扩大覆盖范围，促进育人合力。树立大科学
教育观，强化学科融合，开展科学+语文、科学+数学等教学研讨活动，使科学教育无处不
在。
丰富校本课程。为满足学生兴趣爱好需求，采用社团+实践的形式。学校开设科技活动组，
有航天、航空、车模、建模、机器人、创客等科技特色组近20余个，科技组作为校本课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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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2次活动。教师全员参与，学生走班上课，辅导老师每学期提前制订课程计划、教学内
容、成果展示、活动组学员考核及总结，作为每学期的科技组校本课程考核依据。组织学生
观看太空课堂。每年举办一届科技节，征集想象作文、创意、想象画、小发明、创客、小论
文、科学实践活动调查报告。请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进校交流，如人工智能专家、太
空育种专家等，每月举办一次科普报告会。组织学生参加科普宣传周活动，弘扬科学家精
神。
拓展实践课程。充分利用当地校外资源，建立科普基地。开展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实地参观
阜阳市科技馆、丝绸博物馆、生态园等科普实验基地，感受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组织学生
给岳家湖的树木挂身份证，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组织学生观察不同生长素对绿萝生根时
间的影响，培养学生探究意识；组织学生亲自种植，体验劳动的快乐；组织学生自己编程，
培养创新意识；建立班级科学角，开展项目化研究，将科学素养培养融入各方各面。
基于素养导向  不断探索多元评价体系
学校积极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国家课程标准相关要求，实施多元化评价。在评价
内容上，不仅关注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还重视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
能力、合作能力等，还考查学生在科学态度、情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在评价主体上，除了
教师评价外，引入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等，让学生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同时适当邀请家
长、专家等参与评价。在评价方式上，采用纸笔测试评价、实验操作、项目实践等方式评估
实践能力。在评价过程上，贯穿整个学习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期末等特定时间节点，持续
跟踪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在科学素养提升行动实施中，东平路小学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效。2024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近年来多个科技组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科
技体育锦标赛近15场次，参加省级比赛学生共计约450名，获得省级团体一等奖5次、二等奖
8次、三等奖2次；学生获得省级个人一等奖近90余人次、二等奖近120余人次、三等奖近200
余人次。在科技创新大赛活动中获得省级奖项1项、市级奖项20余项、区级奖项100余项。

学生们在进行科学探索

守文化根脉  强文化自信
——滁州市第一幼儿园耕读教育实践探索
□高  璇  周晓红
耕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瑰宝。守护好
文化根脉，培育有文化自信的儿童，对于幼儿园来说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使命。滁州市第
一幼儿园，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的文化积淀的老园，结合实际工作，立足园所丰富的自然资
源，多途径发扬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
做耕读文化的传播者
在传承和弘扬我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上，教育有着不可推卸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滁州一
幼一直强调“化耕为劳，化读为育”。一幼园内现有水稻、小麦、棉花、甘蔗、草莓、油
菜、枣树、杏树、梨树、柿子树、槐树、石榴等几十种农作物、果树、花卉自然资源。春
播、夏作、秋收、冬藏，一幼的教师利用幼儿园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幼儿们共同开展各种农
耕活动。例如，在种植水稻活动中，从耕田到育种，从插秧到收割，从晒谷到碾米，每一个
过程都饱含了辛勤的劳动，幼儿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劳动的价值。在不同的耕读活动
中，一幼希望通过园所的多种努力让幼儿们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多一点，了解多一点，认同也
多一点。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逐渐增强幼儿们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
耕读教育为幼儿们提供了一个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的良好契机，将儿童的生长与发展建立
在对劳动的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之中，将学习的自主性交还给儿童，让幼儿们在
劳动中自主探究、自我实践，进而建构对自然、生命和文化的认识，实现知行合一。试想
想：当秋的枝头挂满果实，饭桌上吃的可能是自己种的稻谷和蔬菜，精心扎染的作品得到老
师和同伴的赞赏时，内心会是多么愉悦。一幼平时不仅仅依据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为时间
线索开展耕读活动，还开展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民俗文化的教育活动。春夏秋冬，四季流
转都有着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如：在处于小满和芒种之间的端午节，师幼一起包粽子、缝
香包、挂艾叶、划龙舟；在春节前，大家一起包饺子、写春联、剪窗花、印年画、挂灯笼…
…耕读教育让全体师生了解了更多有关中华民族发展的轨迹。
做耕读文化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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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空洞说教、死记硬背，对于幼儿们，要将耕读教育内容
融入生活中。幼儿园要考虑幼儿们的生活经验，挖掘与幼儿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如，
在开展春分节气活动的时候，除了通过主题教育活动让幼儿们了解春分的节气特征和习俗，
还会让幼儿们体验立蛋游戏。早上，大家从家里带来一个生鸡蛋，用自己设计的保护方式包
装好，在幼儿园一天的生活中，无论吃饭、游戏、运动、上厕所等，时时刻刻都要带着蛋宝
宝，并保证它的安全。在这个有趣的护蛋过程中，幼儿体验到责任感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体
验节气及其影响，能够帮助幼儿们获得有益的经验。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日常活动中，师幼一起收集各
种可以循环使用的材料，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将这些材料用在生活各个环节。如：平时吃的
坚果壳可以用作美工材料，既环保又有创意；收集的树叶、花瓣可以做拓印，拓印过的布还
可以制作出好看的门帘，既经济又环保。以微知著，生活中各个事物都离不开勤恳的劳动，
切莫把日常的事物看轻，衣食用度看似平凡，桩桩件件皆来之不易。一幼园区内设有多个灌
溉口，将井水引到地面，实现园内水循环使用；园内还提供了多个堆肥桶，幼儿可以用厨余
垃圾制作液体肥，收集有机肥。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一幼人更加珍惜劳动成果，继承和发
扬勤俭节约的耕读文化精神。
做耕读文化的创新者
滁州一幼在开展耕读教育中，既围绕幼儿的生活，也立足于当下与未来，支持幼儿在园内外
的创造性探究。在开展耕读教育中，一幼除了让幼儿们体验传统的种植方式，也积极提供机
会让幼儿们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如尝试无土种植、大棚种植、环保种植等，让幼儿们知道
创新劳动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时将环保的理念传递给幼儿们。
在耕读活动中，一幼鼓励幼儿们去发现问题，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如：幼儿们无法采摘
到高处的果子，就自己改造、制作采摘工具；种植园离水源远，就尝试自己引水或制作雨水
收集器给瓜果浇水；有的小菜园缺土缺肥，就用厨余垃圾堆肥改善小菜园的土壤条件；小池
塘里的水总是浑浊不堪，不能养鱼，就尝试研究池塘里的水循环系统，了解如何利用现有条
件净化水质，改善小鱼生活环境……从学会使用简单工具，到初步掌握农耕技术，再到尝试
创新劳动，让幼儿们从小合理利用资源，萌发环保理念，知道资源的再生和利用。在耕读活
动中生发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项目化课程，一幼的教师的课程意识和课程实施能力也在其中
得到了不断提高，耕读教育中实现了幼儿与教师的共生共长。
寒来暑往，耕读交错，耕读文化传承千百年，守好文化根脉，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滁州
一幼将不断探索幼儿园耕读教育的实践路径，增强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传承从娃娃抓起。

师生们一同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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