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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周刊
聚
焦 科学高中：为科技英才自主培养探路

本报记者 梁丹

在同济大学校园里和大学生同吃
同住同实验，在教授指导下完整经历
从开题到结题的科学研究过程……提
起自己的高中时光，同济大学附属
上海市科技高中2020届毕业生、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本科
生杨荣骐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

“高二小课题研究的经历激发了我
对科技研究的好奇和兴趣。”

今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
科技与人才放在了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地位，明确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基础教育如何回应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之问被提到了新的高度。

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突出科
技和科学教育元素，近年来，以深圳
科学高中、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科技
高中等为代表的一批科学高中，为我
国基础教育实践图景增添了别样的
色彩。作为一种已初步得到探索的
办学模式，科学高中如何着力造就拔
尖创新人才，有怎样的定位和价值？

32间自然科学实验室，富有创
新特色的工程技术教室、未来医学教
室、机器人实验室、动力学研究室、微
生物实验室……在深圳科学高中，校
园里充溢着浓郁的科创元素。

十年前，作为国内第一所科学
高中，深圳科学高中正式建成招生，
也由此拉开了我国科学高中建设的
大幕。

作为舶来概念，科学高中在国
外有着丰富的实践。除英美等国
家，20世纪中后期以来，聚焦未来
科技英才培养，韩国、日本和新加坡
也纷纷成立了科学高中。与国外科
学高中的精英教育传统相比，在我
国，科学高中的建设离不开普通高
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这一大背景。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
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并
强调要“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
创新人才培养途径”。作为高中分
类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新尝
试，如今，上海、南京、宜昌、厦门、宁
波等地都建有冠着“科学”或“科技”
二字的特色高中。

近些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邵兴江参与了国内不少科学高
中的创建工作，在他看来，“科学高
中已经成了国内普通高中建设的新
增长点，并且呈现出集中在东部省
份、以公立学校为主的特点。”

从这些学校的办学实践来看，
科学高中有何特别？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高中尽管
有的以“科学”或“科技”二字冠名，
有的建校已过十年，有的不过三载，
但依然具有很多共性。

首先，从培养目标和理念上，这
些高中都重视为未来科技创新人才
奠基，具有比较明确的办学自觉，如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科技高中把

“培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较高的
科技素养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的‘未
来卓越工程师’”作为自己的育人目
标；“敢为人先，科学见长”则是深圳
科学高中的办学精神。其次，这些
科学高中都积极探索建设创新人才

培养特区，在招生录取、课程教学等
方面不断创新。例如，湖北省宜昌
市科技高中通过自主招生选拔具有
科技特长的学生。厦门大学附属科
技中学与厦门大学不断密切大中学
联合培养机制，学生不但可以提前
学习大学内容，还能获得学分认定，
如果未来考入厦门大学，学分可用
来抵修相关课程。此外，从地理位
置看，这些高中大多与大学、科研院
所或高新技术企业为邻，区域内科
创氛围浓厚。比如，深圳科学高中
就毗邻华为总部，宁波科学中学则
位于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的宁波前湾新区。

透过多元的实践探索，北京体
育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雪双认
为，其实，“当前对科学高中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定义。”但纵观国内外的
科学高中，她也表示，总的来看，科
学高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中，“普
遍以培养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具有天
赋的学生、打造未来科技英才为目
标，具有课程资源丰富、科研基础设
施一流、师资水平高等特点。”

实践中，除了一批冠有“科学”
“科技”二字的高中外，以浙江省杭
州学军中学、辽宁省凌源市第二高
级中学等为代表的高中，也具有突
出的科技教育特色。科技特色学校
是科学高中吗？

“科学或者科技高中与科技特
色学校应当是有不同的。”上海市曹
杨第二中学原副校长易建平参与了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科技高中从曹
杨二中“孵化”的始末，在他看
来，比起开展科普教育和组织科创
活动，科学或者科技高中应该探索
的问题是“如何在基础教育领域真
正进行高质量科学和科技教育，如
何在体制机制、课程设置和培养方
案上形成系统性”。不过他也表
示，从科技特色是否全面渗透于学
校文化、是否具有可选择的多样化
特色课程体系、能否培育具有科创
特色品质的学生等角度来看，一些
科技特色学校实质上也属于科学或
者科技高中概念，“不一定非要在
校名中点出来。”

定位——

做未来科创人才的培养“摇篮”

宜昌市科技高中2021届毕业生
吴德欣还记得学校自主招生时的面
试题：一条船上放了一块石头，要想
船与水面的相对高度更高，应该把石
头放在船上还是沉入水底？

“这难倒了不少学生，因为它考
查的是对初中物理知识能不能活学
活用。”当年，动手能力强、综合成绩
偏低、理化成绩突出的吴德欣，被学
校科技教育的理念所吸引，“我其实
一直觉得，没必要每个人都争着去所
谓厉害的学校，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更
重要。”

如今，吴德欣在大学攻读电子信
息专业，提起自己的高中三年，他觉
得幸运、满足，“比起刷题，我的高中
有着更多的色彩，通过提前学习信息
科技类课程，我还发展了自己的特
长。”和大学同专业的同学相比，吴德
欣发现，“自己的编程思维和技术更
好，已经有了一些个人风格。”

就像吴德欣的故事一般，通过多

样化特色化办学，为学生提供分类教育
的可能，为具有科技创新潜力的人才解
决有教无类的困境，是科学高中对于学
生成长和发展的独特价值。

从科学高中兴建的更大背景来
看，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
晓玲认为，一方面，随着高中阶段教
育普及水平的不断提升，普通高中普
遍面临招生难题，对于高中教育自
身，办学者需要不断追问学校多样化
和发展空间在哪里。另一方面，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安全发展环
境对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前所未有
的需要，“回应这种需要已经成为党
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新的期待。”

2017年，上海闵行区政府与华
东理工大学签约合作，将区内以信息
化特色著名的闵行二中更名为“华东
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以下简称华理科高）。一年后，学校
搬迁至上海市“未来人工智能示范
区”核心区内。

“闵行不仅是上海传统制造业强
区，也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产业的
一大聚集地。打造一所高起点、内涵
丰富且前沿的高中，是区里对我们学
校的定位。”华理科高校长乔长虹说。

不只是华理科高，从多所科学高
中的“诞生记”来看，其背后都有着当
地政府对高中教育发展的更高谋划。

2016年，湖北省宜昌市对城区
高中教育进行结构性改革，提出了重
点办好三所优质高中和三所特色高
中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宜昌七中正
式更名为“宜昌市科技高中”，也是湖
北省唯一一所以“科技”命名的高中。

2018年11月，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以下简称南师
附中秦淮科技高中）正式建校。作为
江苏省第一所科技高中，该校执行校
长徐国民表示，“学校的建成落地离
不开南京市教育部门对高中整体布
局的总体谋划。”

政府高起点的谋划和政策、资源

倾斜，也为科学高中快速发展提供了
支撑。

如今，宜昌市科技高中是全市唯
一一所享有科技特长生自主招生权
的学校，其科技教师招录享受急需紧
缺人才引进通道；在区财政支持下，
搬迁后的华理科高校园占地50亩，
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一期设施设
备总投资超亿元；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市科技高中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
府和同济大学合作共建，由优质校曹
杨二中进行“孵化”，实行“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独立课程、共享资源”的办
学模式试验。

“普通高中是养不起那些高大上
的实验室和设备的，光靠中学开设起
相关的课程、培养起科技师资也是做
不到的。”易建平表示，“在基础教育
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只靠基础教
育自身是不够的，必须在政府的推动
下，促成高中与高校、企业等更多
资源的链接。”

谋划—— 突出高起点办学逻辑的创新样本

“科技高中是职业学校吗？”“进
了科技高中，孩子就一定要做科创
吗，对学习成绩有帮助吗？”这些来
自社会和家长的担忧，是几乎每所
科技高中在创建之初都面临的质疑。

高中属于基础教育范畴，要为
人的成长发展奠基。如何在突出高
中教育基础性的同时，办好科学高
中，做到为拔尖创新人才厚植基础？

“除了进入大学的敲门砖，学习
数学、物理到底有什么用呢？”尽管
学业成绩一路优秀，但孙济宸依然
常常感到困惑。进入同济大学附属
上海市科技高中后，为了完成每个
学生都要开展的课题研究，孙济宸
不仅自学了编程语言Python，还学
习了微积分等高等数学。从大学回
看高中，孙济宸认为，“尽管科高的
课程内容和活动不见得多么高深，
但激发了我自主学习的欲望，尤其
是帮我确立了对计算机科学的热
爱。”

北京市十一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田俊对记者表示，拔尖创新人才
的基础培养，要更充分地发挥教育
的发现、唤醒和激励作用。

在南师附中秦淮科技高中，学
校形成了“点线面”结合的培养机
制，既有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科技

必修、选修课，也有面向具有科技
特长和兴趣学生的竞赛辅导，还有
针对个别学生的、和高校研究团队
点对点式的学习体验机会。“通过通
识型、特长型和专长型三类有梯度
的培养设计，既让每名学生都有机
会体验科研过程、感悟科研精神，
也满足学生的特殊学习需求，帮助
科技后备人才起好步。”徐国民说。

“数学决定了一个人能在科技创
新道路上走多远，信息科学水平决
定了能飞多高，语言决定了眼界的
宽广，而人文教育决定了底子的深
厚。”易建平介绍，同济大学附属上
海市科技高中正在探索“加强数学
教育和信息科学教育，鼓励学生学
习多语种，加强人文教育”的高质
量科技教育之路，学校在开足开齐
国家课程的基础上，为科技实验班
的学生增设数学、信息课程，提前
引入大学先修课，开设英语班和德
语班等，“尽可能多地为学生能在科
技创新道路上‘冒’出来做好准
备。”

围绕学生评价，华科理高开发
了“四维”评价体系，对学生的

“学业表现、信息素养、核心能力、
职业倾向”进行阶段性综合评价，
详细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以数据

驱动的校本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
据引领教育教学从单一走向综合，
从注重结果走向过程与结果兼顾。

聚焦科技教师队伍建设，宜昌
市科技高中组建了专兼职的科技教
师队伍。专职科技教师单独设编，
全职负责上好各班每周一节的科技
课程。兼职教师队伍则由数理化教
师起步，立足学科进行跨学科、项
目式学习，如今已拓展到地理、英
语等学科。“学校每年一次的科技节
是我们的盛会，每个学科组的教师
都要提前自主申报科创项目，吸引
学生参与完成项目和展示。教师参
与科技教育，也是学校对教师进行
考核和职称评审的重要考量因素。”
学校科创中心主任杨威说。

…………
而在多样、丰富探索的另一

面，如何更精准地选材、更畅通地
实现高中和大学的贯通一体化培
养，普遍困扰着科学高中办学者。

对照国际经验，各国科学高中
普遍严把“入口关”，以严格的筛选
确保高水平生源。而在各地不断规
范高中招生，落实属地招生政策，
防止跨区域“掐尖”的背景下，国
内科学高中一方面受到招生体制的
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同区域内其他

已形成品牌优势的历史名校竞争，
普遍面临生源“低进”的困扰。

“如何有效解决传统与创新的关
系，近期和长期目标、育人和育分
的关系，是办好科学高中必须解决
的问题。”乔长虹直言，在目前大学
升学仍以高考为主要通道的情况
下，如何在特色办学的同时，保障
高考质量，让家长满意，从而在区
域内立足，是学校目前最大的压力。

办学之初，宜昌市科技高中对
科技类特长生采取“降分”录取。
如今，随着学校办学成果和质量的
不断彰显，学校采用了“加分”政
策。“这表明了进入科创班不再是一
种优惠、照顾性的就读，而是对学
生和家长有吸引力的、竞争力的教
育选择。”如今，对该校校长吴海涛
而言，最大的愿望是，“能有越来越
多真正有志于科技特长发展的优秀
学生选择我们这样的特色学校，而
不是只考虑本地综合性的高中。”

探索十年，仍在路上。正如深
圳科学高中校长罗诚说的那样，科
学高中仍然需要在时间中沉淀、凝
练和彰显自己的办学特色，仍然要
在多样的实践探索中寻找具有本土
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路。

实践—— 探索科技英才的本土化培养

湖北省宜昌市科技高中每年一次的校园科技节活动湖北省宜昌市科技高中每年一次的校园科技节活动。。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同济大学附属
上海市科技高中学
生在汽车学习工场
组装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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