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以“体验成功 体验快乐”为主题的“田家炳
中学杯”!"#$年上海校园模型节日前举行。本
次比赛由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闸北区教
育局、上海市军事体育俱乐部、上海市航海模型
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主办，闸北区少
科站少年宫、上海田家炳中学承办。校园模型节
为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的重点比赛活动项目
之一，已在全市成功举办数年，深受全市各中小
学校学生的喜爱与欢迎。此项活动旨在加快推
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进一步扩大科普宣传力度，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传播与
弘扬模型文化，营造热爱科学的社会氛围，提升
青少年和市民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为模型科技
爱好者搭建良好的交流与学习平台。 戴杰 摄

! ! ! !“皇马”来了，不仅教踢球，还教孩子们拓展各种素质。皇马基金会
日前在沪宣布正式启动皇马（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营项目，为上海等
地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足球培训，并在闵行区试点。据悉，皇马
（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营项目将在今年七月份举行，培训课程采用英
语教学，内容包括皇马专属教案和皇马足球礼仪等。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皇马"在沪启动青少年足球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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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信息化、多媒体时代，阅读是
创新必不可少的前提。$月 #日上
午，第二届上海市中学生经典阅读
演讲会举行。来自本市及苏州、杭
州的中学生代表畅谈阅读的心得，
甚至还有东辉职校的同学“不请自
到”，挤进了演讲圈。

市北中学学生严涵自称《四
书》只读过《论语》，却用洋洋数千
言阐述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
上达”的独到见解。吴淞中学王姝
宁在《这不是一个“故事”》的演讲
中，分享了阅读《红与黑》的感悟：
“庞大的文学作品给予我的一切精
神、一切思想都让我如同获得另一

只眼睛能够重新认识世界。”西安
交大苏州附属中学吴语嫣同学则
以《在阅读中倾听那成长的拔节
声》为题，讲述了“路不尽，人未老”
的人生哲理。

此项活动是由《语文学习》杂
志、陈军余党绪语文基地等共同举
办的。学生的阅读演讲内容涉及几
十部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研读视
角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有的研究人
物形象，有的品味语言特点，有的
探究艺术特色，还有的同学采用比
较阅读的方式分析作品的主旨，且
观点鲜明，论证翔实，语言流畅且
有深度。语文特级教师、市北中学

校长陈军说：“这样的阅读和演讲，
表现了青春少年的知识渴望，体现
了当代学生的思想追求。”
据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发布的

一项对全市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
显示，四成多学生选择上网看书，近
!$*的学生喜欢上“微阅读”；+$,%*
的学生有每天看课外书的习惯，每
位学生一学期约读 -本课外书。

在总结同学们阅读演讲时，著
名教育专家于漪教师说，读书是一
面镜子，可以与书中人物同命运共
呼吸，去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读
书可以让人脱愚，所以，一定要让
读书陪伴自己的青春，陪伴自己的
一生。”她建议青少年多读经典书
籍，从而让自己有狭小的心能容纳
下一个广大的世界。

本报记者 王蔚

孩子不缺创意，大多受困于时间与空间
创创创新新新教教教育育育如如如何何何寻寻寻找找找突突突破破破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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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新$一个已经深深镌刻进中小学素质教育领域的!关键词"%

创新$一个未来高考&中考改革绕不过的!门槛"' 近日$有关如何在
青少年中持续开展创新教育的话题$不断地被广大学生&教师和家
长提及$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钱学森之问"到底该如
何从育人方式&评价机制上找到解答的突破口#今天$记者的这组采
访$或许会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 ! ! !行走时被绊倒，卧病在家却要
下床开关窗户，这是盲人和独居老
人常会遇到的麻烦。育才初级中学
初二学生黄玮慜、何悦瑜分别设计
的超声波盲人导行拐杖和多功能关
窗器，或许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日
签，黄玮慜和何悦瑜的这两个小发
明分获全国青少年研究课题一等奖
和二等奖，黄玮慜还被授予第十届
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称号。

育才初级中学副校长陈安妳
说，学校鼓励学生尝试科学创新，但
要求指导老师或家长不在科创过程
中占主导地位。“在推荐参加全国性
比赛的项目时都要严格筛选，如果
学生的参与度很低将‘一票否决’。”
黄玮慜说，外婆的一只眼睛因

病失明，让他萌生了为行动不便的
盲人设计导行拐杖的想法。他设计
出的拐杖可以通过触碰感官辨别障
碍，还能利用超声波发射、接收装置
对盲人做出语音提示，并用声音响
度区分障碍远近。黄玮慜还为拐杖
加上了 ./0手电筒装置，在夜行时
提示驾驶员和路人。
另一位获奖学生何悦瑜同样关

注到了社会上的老弱病者。“关窗虽
然是件简单的事，但引出的问题很
多，有一个老翁就曾为了关窗而坠
楼身亡，所以简单的事也是会威胁
到生命安全。”因此，小何设计了一
款多功能关窗器，在手动开关窗户
的基础上，增加了遥控装置。这款关
窗器还能实现风雨天自动关窗以及
防盗、防高空坠落的功能。
其实，在育才初级中学的校园

里，这样的“金点子”还有很多。为了
让每个金点子都能有萌发的机会，
学校在七个学科的基础性课程中开
设了八门微型探究课，每个学生都
要通过学习问卷调查、设计制作、实
验研究、文献研究等科学研究方法，
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除此之外，学
生还可以自选科技类拓展课程，包
括创造发明、程序设计、生物小实验
探究等。何悦瑜说，在这些课程里，
学生可以和老师探讨任何天马行空
的想法和点子。“我的冷热水节水装
置、智能晾衣架等灵感都来源于居
家生活，并在课堂上得到老师可行
性的认可后做出来的。”
本报记者 马丹 实习生 朱佳瑶

! ! ! !谁说教室一定要方方正正？谁
说建筑物不能有表情？一场充满奇
思妙想的“建筑秀”日前在格致中
学奉贤校区举行。在第一届上海
（国际）青少年科技创意大赛上，%)
多所中学的学生们自己搭建模型，
畅想“未来校园”。获奖队伍也将组
成中国 123.23 校际联盟联合展
团，出席 !)4$年在美国波士顿举
办的第 44次 123.23全球年会。
“环保”“高科技”“空间变化”

成为“未来校园”的关键词：教室如
同魔方般可随意转动更换、教室结
构可重新组合、即使在阴雨天，教室

里也会充满人工阳光和绿色植物；
六边形建筑的主体结构，最大化地
利用有限的校园空间；悬浮式天文
台、学生温室、八边形体育馆，校园
中的建筑都可以“乾坤大挪移”；理
专用教室分割成海洋、沙漠、城市、
森林四大板块，在一个环幕影屏的
圆形教室里亲临自然，了解地貌；课
桌上嵌入大型的平板电脑，可以便
捷地实现数字教学，但也保留普通
桌板，保留手写的温度。

为了筹备本次大赛，格致中学
已经在校科技节中开展了模型征
集，作品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做工精致。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在中国内地开设的首家 123

.235123678297:; .23:629:6<=创新实
验室落户格致中学，也进入拓展课
课表。大到一扇门板、一幅标牌，小
到一块芯片、一张粘纸，全部能够
在高中实验室内做出来。同学们自
由结成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
新建的 123>23实验室完成的，数字
雕刻机等先进的工业制造设备高
效地帮助同学们把脑海中的念头
变成实物，也让忙碌的高中生有更
多机会参与创新。“原本我们还担
心高中生忙于学业，是不是会丢失
了想象力，但是事实证明，只要提
供时间和空间，学生的创意会让人
惊喜。”指导教师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创新的火花怎样点燃#

!小院士"讲述创意背后的故事

创新的环境如何营造#

在Fablab实验室畅想未来校园

创新的底蕴来自哪里#

阅读，与大师心灵对话

让模型上天下地 玩科技酷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