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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团活动促“双减”落地
图为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清泉学校学生在专业教师指导下进行

无线电组装。近年来，山丹县清泉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积极开展
通用技术、剪纸等特色社团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推动“双减”工作落实落细。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刘渊德 摄

“请同学们拿到课后服务A类和
B类课程选择单后，自愿选择自己喜
欢的课程，每个课程的收费标准在选
择上已经标明……”日前，在河北省
邯郸市复兴区，众多试点小学的各个
年级、各个班，教师们统一布置课后
服务工作。

今年2月，复兴区教体局实施了
一项改革举措：通过听证会遴选校外
培训机构的方式，试点先行，创造性
地将校外优质课程资源引入校内课后
服务，以缓解校内课后服务课程资源
单一、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

“引进校内的社会培训机构，提
供的各项课后服务项目价格均低于
原先市场价。但一分价钱一分货，
他们提供的教育教学质量能不能保
证，孩子学不到真本事咋办？”这
个问题成为很多家长内心的担心和
疑问。

“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动态监管，
实行相应的退出机制。每个月，职
能科室和校方都会按照专门制定的
评价办法，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校外
培训机构，从规范收费、安全管
理、服务水平、教学质量和学生及
家长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测评。对于
不合格的机构，我们会通报批评并
责令整改。连续两个月考核不合格
的，将启动退出机制。所以对于课
程质量，家长们尽可放心。”针对群
众的担忧，区教体局相关工作负责
人杨捍平如是应答。

为了让家长更安心、放心，复
兴区又出台明确规定：课后服务代
收费由第三方平台管理。该区专门
搭建了智能化管理平台，集资源统
一调配、价格标准统一制定、监管
评价统一实施于一身。同时，该管
理平台还开发出教体局端、机构
端、学校端、家长端等系统子平
台，一举实现了区教体局对辖区内
各校课后服务流程的全天候、全链
条的精准化管理把控。

“孩子一直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书
法，原来报班总是担心交了学费以
后，机构卷钱跑路找不到人。现在由
区教体局统一引进、规范管理，我再
也不用担心自己给孩子报班的钱打水漂了。”复兴区铁路小学学生
家长焦洁高兴地说。

“原来参加校外兴趣班，工作一忙就忘了接送孩子。现在学校
里面就有各种兴趣课程，孩子上完课直接就能在学校上到自己喜欢
的兴趣课程，家长解放了，还能让孩子开心，真的是又安全又方便
又实惠。”复兴小学学生家长王希瑞同样将笑容写在脸上。

“作为全省课后服务工作示范县区，我们一直在探索优化资源
供给新路径。前期引进校外培训机构优质资源，我们已经逐一完成

‘机制确立—宣传发动—公开遴选—人员培训—平台创建—试点推
进’等环节任务。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先行试点经验，进一步
查漏补缺，将此项工作在全区学校铺开。”复兴区教体局局长常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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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钟林男）“通过听讲

座，我学会了视频剪辑，以后
做微课时就不再犯愁了。”最
近，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智
慧教育讲师团的一场学术活动
上，普陀区实验幼儿园教师胡
璐琼收获满满。

为了推进教育优质均衡，
普陀区这些年在教育信息化上
投入了大量资源，城乡同步课
堂、智慧图书馆、智慧校园等
工程纷纷启动。但是，由于教
师的信息化能力和技术应用水
平相对滞后，普陀区在去年3
月成立了智慧教育讲师团，打
通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

“最后一公里”。
普陀区从全区遴选了35位

技术能手，他们当中有的是一
线信息教育优质教师，有的是
教育技术中心的技术骨干，有
的是学科带头型技能人才。由
讲师团罗列出的讲师技能菜
单，供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通
过预约点单的方式获取。如普
陀区实验幼儿园为了推进“校
园微课程”制作，选择了教师
郑皓元的课程，郑皓元从软件
的界面、基础工具、进阶工具
等方面系统讲解了各种软件的
使用技巧，并后续提供了点对
点的实操指导。

一年来，讲师团共进行了
30余次主题讲座活动，有效提
升了一线教师的信息化理论水
平和操作技能，该区参与微课
评比的教师数量明显上升。

舟山普陀

“点单”智慧教育讲师团

■基层速递

作为全国科技教育示范区、全国科普示范区，
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党委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工作，
将科技教育作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抓
手，多年来通过科技竞赛、科学论坛、科技研学
等众多青少年喜爱的科技教育形式，激发全区中
小学生的科技意识和创新潜能，为广大师生搭建
众多展示科技能力、实现科技梦想的舞台，推动了
武昌科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为着力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实践能力、环境意
识、创新精神的科技创新拔尖人才，武昌区建立科
技教育苗子遴选机制，挖掘学生的天赋和发展方
向；建立科技教育追踪孵化机制，对接辖区科技
教育资源，构建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梯队培养
模式，一校一案，一人一策；建立科技教育指导
机制，持续推进科技教育发展方式转型，旨在形
成全员参与、上下衔接的科技教育工作新局面，努
力让科技教育成果惠及每一名学生。

（作者为武昌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让科技教育成果惠及每一名学生
李峰

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武汉大学
第一附属小学开展“大手牵小手”生物科普行动，
希望用专业知识、榜样力量带动中小学生全面茁壮
成长，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在少先队员心
中种下科技创新和民族复兴大任的种子。

武汉大学大力支持大中小学在课程教学、科
学普及、技能竞技和发明创新等方面进行科技环
境教育建设，发挥科研育人力量，激发青少年科
技创新热情，提升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创新能
力、科学素养和实践动手能力。构建课堂教学和
课外活动相互配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融
通的科技教育体系，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培养贯穿于科技创新教育的全过程。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作为高校教育
者，我们积极推进大中小学一体化科学教育，旨在
培养更多具备科学意识、科研能力、前沿科技视野
的优秀青少年人才，夯实科技强国之基。

（作者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

积极推进大中小学一体化科学教育
余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因此，将科技元素融入大中小学课程体系和
课外实践，启蒙青少年的科技梦想，锻炼他们的科
技实践能力，致力培养顶尖科技创新人才是政府、
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应该关注的重点话题。

记者在走访武昌区教育局青少年科技辅导站和
武昌区中小学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无论是政
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各校的人力设备资金支
持，都为学生们的科教发展以及全面生长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南湖二小随处可见的被圈出用于科技社
团建设的场地、购入的各类模型设备；武汉大学第
一附属小学融合科技元素打造的特色学科课程、与武
汉大学合作推出的人文科技元素兼备的课后服务课
堂、为孩子们能深度体验科教魅力提供的种植园地
……多样的资源融通，构建了种类丰富、层次分明的
科技教育培育体系，点亮了孩子们的科技梦想，为现
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为本报记者）

点亮孩子们的科技梦想
程墨

武汉市武昌区着力打造大中小协同一体科技教育圈——

梦想，从这里启航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尚紫荆 李季 谭萌萌

“比比看谁的车速快？”在武昌区南湖
第二小学的车创空间，车模社团的几个小
朋友刚组装完车辆模型，就开始在一旁的
车辆竞速赛道趁热打铁检验起了自己的制
作成果。小小的活动空间，不仅融合了有
关车辆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事政策墙绘、
摆满了社团近年来获得的荣誉，还设置了
一大块场地供孩子们遥控车辆比赛。

“一到课后服务时间，学校六大类26
个社团就雨后春笋般热闹了起来，车模、
环保、无人机等科技类社团更是抢手的香
饽饽。全校3762人，科技社团成员就占了
四分之一。”南湖二小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及节假日构建种类多、覆盖面广的社团
活动体系，力求“班班有队，周周有赛，
月月过节”，只为圆学生们的科技梦想。

受到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启发，武
汉市梅苑学校在副校长宋红兵名师工作室
引领下，将科技元素融入校本课程，打造
出一套节奏鲜明的特色校本课程“博物馆
之旅”。每两周一次的科技课堂上，小朋
友们自己争当小老师，为同学们介绍青铜
器的冶炼方法、介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
的区别、介绍科普航天技术的发展历程等
等。结合课后车模、海模、编程等科技社
团，学生们全面感受科技的魅力。

“在各校开足开齐科技课程、社团的基
础上，武昌区聚焦‘双减’‘双碳’目标，
打造‘碳探武昌伢’特色课后生态文明实
践课程，确立了30所课程实验学校，开展

了33场课程讲座，不断丰富武昌区科
技教育课程体系。”武昌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说。

记 者 说局 长 说 书 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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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母舰是如何作战的？航空母舰又是怎样
诞生的？……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小学“黄旭华科技教育中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
司第七〇一研究所研究员、重点型号副总设计师周
巍向学校师生分享航母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故
事。这是该校“黄旭华科技教育中心”致力传承黄
旭华院士的人文科学精神，探索“艺科双馨”的育人
模式，积极举办科技教育活动的一幕。

着力培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近年来，湖北
省武汉市武昌区顶层谋划，综合施策，全面建设
科技教育课程体系，纵深推进“区级科技小人才
评选”“武昌区青少年科技环保嘉年华”等科技创
新实践活动，全力打造大中小协同一体的科技教
育圈，着力培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持续推动武
昌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赛道的教育加速加速

■看基层

图①为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学
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开展科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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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交 水 稻 为 什 么 比 普 通 水 稻 更
好？……每到周三下午，武汉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武汉
大学）的44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党员会走
进武汉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的课后服务课
堂，为五、六年级小朋友们科普生物小知
识，而学校教学楼楼顶的种植园则是孩子
们的实践基地。

“孩子们通过武大生科院了解‘粮食安
全’背后的科研力量，在编程课上学习设
计程序、保护种植园幼苗生长，在种植园
亲手劳动灌溉呵护蔬菜、中草药生长全过
程。”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余
丽介绍，通过大手拉小手“双减”生物科
普行动，研究生党员们将生物科技、时事
政治、人文背景等知识融入课程思政，在
少先队员心中种下科技创新和民族复兴大
任的种子。

为着力打造大中小科技教育一体化，
在请专家“走进来”之余，湖北省武昌实
验中学还聚焦让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高
校拓宽视野，实践锻炼。数年来，湖北
省武昌实验中学通过“英才计划”等活
动，让该校学生走进武汉理工大学硅酸
盐实验室和新材料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高校科学营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分营等地，深入学习科技项
目、深度体验科技环境。

近年来，在武昌区教育局青少年科技
辅导站指导下，武昌区 100 多所中小

学积极对接高校机械、物
理、化学、生物、地

理、信息等多个学
科领域的科研力
量，组织人工智
能 、 航 天 科
技、生命科学、

机械工程等不同
领域的科技实践，

竞选科技教育基地校
36 所，有效提升了青少

年的创新意识、科学素养和实
践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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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遍泽桃李树，硕果满挂琼瑶枝。”
在武昌区教育局青少年科技辅导站的科创空
间，一面学生卢承宇送给科技站辅导老师尹
涛的锦旗引人注目。

这是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初二年级学生卢
承宇于2019年获得第二十四届“驾驭未
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团
队金牌和个人银牌的好成绩后送给自己的车
模辅导老师尹涛的答谢礼。

“接触车模比赛之前，卢承宇在大众眼
里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内向、做事不太认真、
目标感不强的孩子。”尹涛介绍，偶然间接
触到的车模逐渐改变了卢承宇的生活。为了
学习车模、赢得比赛，卢承宇奔赴多地参加
训练，经常在车场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经历
了大大小小的车模训练和比赛之后，卢承宇
不仅变得更加自信与专注，还主动担任起了
班级班长。

“科技竞赛是锻炼我们综合能力的好方
式。”武汉中学学生叶伟轩坦言，“航模训
练能激发求知兴趣，锻炼研究能力，提高
科学素养。在航模制作过程中接触到的物
理等学科知识对学业也有很大帮助。同
时，航模社社长的经历还提高了我的协调
组织能力。”

武昌区教育局始终坚持综合育人的科技
教育理念，全面筹划、多措并举，以赛促
学，鼓励、培育学生们积极参与全国科技
网络大赛、湖北省航海模型锦标赛等各级
各类科技竞赛活动，聚力培养拔尖创新型
人才。据统计，截至2022年 10月，武昌
区师生共获得市级及市级以上科技环境比
赛奖项达434个。其中，国家级奖项333
项，包含一等奖59个、二等奖120个、三
等奖136个、优胜奖18个；省级奖项58
项，奖牌25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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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为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学生
们在制作建筑模型《美丽的家园》。

尹涛 摄

图③为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学
生们操控车辆模型巡线小车。

尹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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