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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开展
“手绘廉政文化墙”活动，志愿者带着小朋友在辖区的墙上描
绘廉政文化主题画，弘扬廉政文化。 石玉成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蒋 亦
丰） 享受从学前到高中的 15
年免费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按普通学生标准的 15 倍拨
付⋯⋯日前，浙江省温州市
发布了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目标到2025年
全面建成高质量特殊教育体
系，适龄学生基础教育入学
率达95%以上。

温州将优化特殊教育布
局，以县级为单位逐一核实
适龄残疾儿童青少年数据，
完 善 资 源 教 室 、 卫 星 班 建
设，强化特殊教育、随班就
读学位供给，实现“就近就
便 ” 提 供 优 质 特 殊 教 育 服
务。特别在学前和高中特殊
教育阶段，普通幼儿园开展
学前融合教育，设置专门招
收残疾儿童的特殊幼儿园。
特校积极创办学前部，儿童

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
构可增设学前部或附设幼儿
园。推动特校扩大附设职高
部 （班） 办学规模，全市各
地至少要有一个残疾人中等
职业教育部 （班）。

据悉，温州首次明确每
招收 5 名残疾儿童的普通幼
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配备一
名资源教师，首次明确融合
教育内容在普通学校在职教
师继续教育学分中占比不低
于 20%，首次探索特殊教育
工作教师职务 （职称） 单列
评聘机制。

据了解，温州将进一步
规范孤独症儿童认定程序，
做 到 “ 应 读 尽 读 、 就 近 就
便”，并探索将注意力缺陷多
动综合征、学习障碍等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儿童青少年纳
入特殊教育服务体系。

浙江温州

发布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高质量的科普教育，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是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将趣味横生的科普
知识高质量地融入到小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提升进程中
去，十分值得我们积极探究与实践。

合肥市梦园小学教育集团利用位于合肥高新技术
开发区的区域优势，利用挖掘学生家长中博士高段科
技素养家长较多的优势，利用联合区域内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大先研院、量子中心、科大讯飞等高校与
企业合作的优势，构建一系列创新科普课程模式，实
现有效高质量地培育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和科技兴趣的
目标。

目前主要有五个科普课程群：一是一班一博士辅
导员课程群，每个班配备一名博士科技辅导员；二是
博士共享课程群，定期进行同年级多班博士科普课程
共享；三是小博士课程，各班级结合自己班级，选择
班级“小博士”，进行互动授课；四是百名博士进校
园课程，由高新区关工委进行博士科普公益推广活
动；五是一班一基地课程，每个班结合自己班级资源
实情，形成自己的科普、科技教育基地。

从一校到多校，从城区到乡镇，博士课程成为校
园最靓的课堂，越来越多的孩子积极参与到科普、科
技研学活动中，种下“科学”的种子，越来越多的在
校教师，掌握科学教育“一招鲜”，越来越多的乡村
青少年，拥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者系合肥市梦园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为孩子种下科学的种子
邵春荣

坐上出租车，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合肥高
新区后，司机绘声绘色地跟我讲：“以前啊，
这里一片荒地，撂棍子打不到一个人。后来
来了好多企业，中国声谷、科大讯飞、量子
中心⋯⋯一下子发展起来了。”

企业来了，高新技术人才来了，学生也
来了。合肥高新区兴建了许多中小学，这
些学校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然而如何充
分利用呢？

中小学在探索，学生家长质量高、配合
度好，如何把他们引入课堂；高校在探索，
当地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留下人才为当
地所用；企业在探索，如何促进科普工作与
科技研发、产品推广、创新创业、技能培训
等有机结合；政府也在探索，如何发挥引领
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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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次将教育、科技、
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我想，这也
为合肥高新区的持续前进指明了道路，当科
技反哺教育、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投身科
技，形成一个促进区域发展的良好循环时，
合肥高新区的未来必然蒸蒸日上。

（作者系本报记者）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王志鹏

合肥高新区盘活家校社资源，打造“科普乐土”——

雨 露 ，在 这 里 播 洒
本报记者 王志鹏

记 者 说校 长 说

从安徽省合肥南站出来，一路
西行，直抵郁郁葱葱的大蜀山，便
进入了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以下简称合肥高新区）。

那是创新的“高地”，拥有全国
第一个国家实验室，汇聚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众多研
究单位，培育了千余家高新技术企
业，为当地中小学教育提供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科普源泉，而被科
学思维“喂”大的学生们则成为了
当地高新产业发展的后备军。教
育、科学、人才“三位一体”融合
发展，让曾经的科学教育荒地如今
满眼繁华。

新赛道的教育加速加速

■看基层

■基层速递

合肥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
级高新区，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支点和合肥建设

“大湖名城 创新高地”的主要载体，依托高新区建设
世界领先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区域背景，高新区从顶层
设计、课程体系、机制创新等方面全面构建中小幼科
学普及教育体系，让高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能为中小
学生注入科学精神的养分。

高品位建设课堂教学、课后服务、社会实践“三
个课堂”。聚焦立德树人，推动国家课程有效实施；
立足区域特点，推动校本课程特色发展。梦园小学

“一班一博士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智育课程”志愿
服务成为高新区在全省公益推广的亮丽名片。打造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馆”等 6 条“研学游”精品线
路，全年参与学生达 1.5 万人。建成“中国声谷”等
区级实践基地 5 个，构建了“三个课堂”协同育人的
课程体系。

高新区汇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众多高校和研究单位，千余家高
新技术企业，是各类科学技术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的沃土。依托高校、企业、家长、社会资源，开展
科普深度游、体验科技游、家长进课堂、互动实践课
堂等系列科普教育活动，让高新学子在家门口“零距
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汲取科技养分，激发
探究科学的热情，打上“高·新”底色。

（作者系合肥高新区社会事业党委书记、局长）

为高新学子打上“高·新”底色
周玥

局 长 说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第二实验
小学当年在设计劳动教育课程时，
就瞄准学生自理自立能力差、学生
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等生活能力亟
待提高的问题。数年过去，可喜的
变化发生了：该校学生百分之百参
与家校日常生活劳动，坚持每周洗
自己衣服，九成以上的学生至少会
做一样饭菜⋯⋯

这样的良性改变何以发生？据
笔者了解，该校并没有高大上的校
舍和先进的硬件设施，却做到了将
劳动教育视为“做”的哲学，准确
把握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系统
规划劳动教育课程和实践路径，有
效破解了劳动教育的实践难题。

强化劳育的价值观培养，让学
生认可劳动。劳动教育不仅要让学
生掌握劳动技能，更要塑造学生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该校首先打造

“学科中的劳动教育课程”，让各科
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尊崇劳动。
其 次 ， 设 置 “ 劳 模 故 事 宣 讲 课
程”，定期邀请齐鲁工匠、全国劳
模入校讲座，读书讲坛定期开展

“走近大国工匠”“我劳动我光荣”
等宣讲活动。再其次，开展“三百
六十行家长讲堂课程”，定期邀请
家长走进课堂，讲述他们平凡而精
彩的劳动故事，让学生自觉树立劳
动光荣的价值观。

强化劳育的资源挖掘，让学生
丰富体验。实践场地是劳动教育深
入推进的坚实载体，开发足够的劳动教育实践场地，才能有效激
活劳动教育。一方面，该校努力挖掘校内劳动教育资源，在校内
开辟了葫芦园、杏园、田园、中药园等20多块袖珍小菜园。另一
方面，在校外开发了五亩地的校外实践田，形成了菜根香传统劳
动基地、职业中专职业体验基地等七大校外劳动基地，实现班
班有劳动场、处处是实践园。

强化劳育的实践特色，让学生积极实践。劳动教育重在实
践，实践内容不丰富，劳动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
2013 年开始，该校选择让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从“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开始要求，让学生把自理自立落到实处，逐步内
化为劳动素养。学校还构建了室内洒扫、校园清扫、垃圾分类等
50 多个校园劳动项目，实现了“时时处处皆劳动”。在校外，学
校依托校外基地，让高年级学生走进农田参与春播秋收劳动，开
展种花生、拔萝卜、摘葡萄等生产劳动。学校还和幸福敬老院、
丰金爱心餐厅形成联谊，在重阳节、中秋节、元宵节等节日，安
排学生走进敬老院和老人聊天、表演节目等。

强化劳育的综合评价，让学生看到成长。抓好评价这个
“牛鼻子”，能让劳动教育课程更好地落地落实。一是做好劳动
综合评价记录，该校开发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 的评价手册，
从劳动态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激发了学
生参与劳动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二是每次劳动课程及时反馈，
实现评价跟进，比如反馈劳动过程中的态度问题、纪律问题、
合作问题等，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三是每学期开展劳动成
果展评，展示学生创意制作的丰富多彩。学校组成由家长和学
生参加的百人评委团进行现场评选，对优秀成果进行表彰。

培养自理自立、自信自强的人，培养“眼里有活、心里有
人”的人，培养回归自然、回归社会、有担当、有责任的人⋯⋯这
是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实际上，劳动教
育的日常化和生活化，能帮助学生把自理自立落到实处，为学
生个性发展、素养提升搭建良好平台。

（作者系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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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高新区，有一辆“神奇
校车”，载着一波波学子游中国声
谷、观量子中心、逛高新企业。

合肥高新区内有众多的高新科
技企业，该区决定依托这得天独厚
的资源，为中小学生开展科普教
育。2017 年，“游中国声谷 观量子
中心——青少年游学‘神奇校车’
走进合肥高新区科技游”活动正式
启动。

一般的科普活动往往停留在简
单的参观、浏览上，存在前期策划
不够、后续启发和消化作用较弱的
问题。合肥高新区为避免“打卡
式”旅游，精心策划：有科普参
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巨大
魅力，在中科星图，学生们被数字
地球、空天大数据的精准和壮丽深
深震撼；有科普实践，学生们通过
动手操作理解深奥难懂的科学原
理，在东超科技，学生们乐此不疲
地体验着非接触式智能设备，如智
能淋雨系统、智能操控、智能电梯
等；还有“青少年游科普演讲”“科
普征文暨新媒体作品大赛”等拓展
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对科普知
识的消化。

6 年来，“神奇校车”带领来自
合肥市大、中、小学几十所学校，
累计上万人次的学生及家长，走进
合肥高新区科技企业，开启科普深
度游。

此外，合肥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开展了面向少儿的科宝游、朗巴智
能举行了 AI 军事博物馆、科大讯飞
成立了科协⋯⋯这些接续活动让当
地科普形式更加多样化、常态化，

让“科普教育”
在学生心中丰满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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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家校互动，2014 年，梦园小学天
柱路校区一年级教师吴晓娟特地每月拿出一节
课时间，邀请四名家长和孩子组成亲子组合上
台授课，每组约十分钟，内容不限。家长们铆
足了劲准备责任微课，登台的孩子们也利用闲
暇时间积极跟家长磨合。到了上课的那天，台
上讲得卖力，台下孩子听得入神、眼睛里闪着
光，效果奇好。

“在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家
长是博士，甚至双方都是博士后。”校长邵
春荣有意把“博士微课”推向全校 20 多个
班级。

2015 年，梦园小学天柱路校区正式推出
“一班一博士课程”，为每个班级选聘一名博士
作为辅导员，他们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每一
两个月给学生带来展示课、实验讲解、前沿科
技创新讲解等。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博士付豹
带来了 《神奇的低温世界》，他把鱼放在液氮
中，鱼冻得硬邦邦，尾巴脆得能掰下来，再
往水中一放，竟然活过来，在水里游来游
去。孩子们看得一脸痴迷，放学后到处炫耀，

“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实验，他就是我同学的
家长。”

一个博士只为一个班级讲课，浪费资源，
能不能共享？2016 年，邵春荣提出“博士共
享”，一个月一场大型讲座，三个班或者一个
年级一起听课。

能不能安排学生去博士工作的地方看看，
亲身感受博士的工作氛围？2018 年，学校开
展“一班一基地”活动，带领学生走遍科大讯
飞、美亚光电、联智创新科技公司等高技术产
业基地。

怎么拉近博士与学生的距离？2019 年，
学校将目光瞄向了博士家的孩子，安排他们分
享自己的学习所得，由此涌现出一批关注当代
社会发展、关注生活中科学问题的“梦小小博

士”⋯⋯
“梦园小学教育集团学生约

占全区的 1/3，他们的做法非常
有借鉴意义。”2020 年 5 月，合
肥高新区管委会开展“百名博
士进校园”，邀请更多活跃在科
普 志 愿 一 线
的博士，赴合
肥、金寨、阜
阳 等 地 中 小
学 ， 举 办 各
类 科 普 公 益
讲座。

“ 合 肥 市 科 技 馆 新 馆 什 么 时 候 开
放？”家住合肥高新区王咀湖畔的王先生
亲眼见证了造型独特的“智慧盒子”从
开工到竣工，打算一开馆就带着孩子去
参观。

据悉，新馆主要以“探索·体验、理
解·认知、改造·创新”为展览线索，串
联“好奇”“自然”“我们”“安·危”等
13 个常设展厅，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
学、公共安全等领域，展品展项初步估算
800 余件。目前，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完
成，布展工作逐步展开。

这是合肥高新区打造 15 分钟科普圈
的又一力作。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积极与高新科技
企业、高校、事业单位等合作，打造面向
中小学及社会开放的科普基地。由欧普康
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近视防控科普
体验馆面积达 900 平方米，打造互动式、
体验式的近视防控体验空间。

“我们对基地有严格的考核标准，每
年来参观的人数要达到一定数量，覆盖面
也有要求，不合格的基地会被淘汰。”合
肥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教育中心副主任韩阳
介绍，“不少家门口的科普基地成为亲子
活动的网红打卡地。”

另一边，合肥高新区谋篇布局，兴建
了许多与中小学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科普场馆。今年4月，合肥高新区首座社
区垃圾分类科普馆——蜀南庭院垃圾分类
科普馆竣工验收，该场馆通过图文、视
频、模型、情景模拟等多种展示方法全方
位呈现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再以滚动方
块、互动游戏、手工教室模式等方法加深
大家的印象，集科普教育、趣味互动、环
保手工制作展示为一体。

如今，“创新高地”正在成为“科普
乐土”，合肥高新区这片土地正以创新

“活水”滋润着祖国未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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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肥高新区开展普及性科技教育活
动。
②合肥高新区开展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③梦园小学开展“一班一博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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