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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女生也爱科学？如何开发更多女生的科
学兴趣？目前，市三女中正在进行创新教育的
实践研究已获上海市创新实验项目，并报教
育部备案。分管教导夏磊老师说，为了调动女
生积极性，每年的 !月份，高一的每位学生都
要提交一项课题研究的方案。“我们鼓励学生
从生活中找灵感，并从中挖掘科技人才。”

日前，在 "#$"年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的
评选中，市三女中的学生捧回了市一等奖 $

项，二等奖 %项，三等奖 %项，高二（&）班的侯
天凌还获得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

灵感来源于生活
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侯天

凌以一项《金属离子对甲醛检测灵敏度的影
响研究》的课题赢得评委的一致好评。她告诉
记者，她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化学，但这项从
生活中获得科研灵感的研究让她对科学痴
迷。“新闻中常会出现有关因甲醛引起的装修
污染的报道，而现在常规的甲醛测试法消耗
的时间较长，于是，我就想是否能找到一个更
便捷的方法。”

夏磊老师说，在市三女中，人人都要拥有

一个小课题，但这个课题不在乎多高深，而在
于是不是来自于特别感兴趣的话题，这样学
生做起来才会特别有劲。“今年这届创新大
赛，好多课题都和生活更贴近，包括环保类、
环境类等。通过这样找课题和做课题的方式，
学生变得更关注生活，贴近生活，对学科也有
了更大的兴趣。”

过程是最大收获
侯天凌说，整个项目从高一暑假启动一

直延续到了今年 '月份，经历了七八个月。
“整个研究过程是最大的收获。”侯天凌说，首
先是训练了独立思考能力，实验方案的设计
都需要有合理的步骤、逻辑性的思维，其次，
挖掘出了自己的兴趣。“原以为化学课题是和
瓶瓶罐罐打交道，但一做才发现远没有想象
的简单。我也曾遇到过令人痛苦的瓶颈，但很

多同学和老师都鼓励我。最后坚持出来的成
果特别令人开心和快乐。”

刚进实验室时，侯天凌连实验操作都不
熟悉。“比如，买来的甲醛溶液高达 (&)，而实
际上，食品中、家具里的甲醛浓度要低很多，
至少是十的负六次方。光做稀释实验，我就做
了很多次。”在自己摸索和科技老师的指导
下，她逐渐掌握了实验设计和操作的方法。

此后，侯天凌又一连泡了好几个周末的
图书馆和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配
制了一瓶标准的甲醛测试试剂。“然后，我分
别加入铁、锌、锰、铜等多种金属离子，并通过
实验观察不同金属对显色时间和效果的影
响。最后，我发现加入铜离子的甲醛测试剂对
显色促进效果最好，时间也快了近 $分钟。”

科技总辅导员杨志军老师说，像侯天凌
这样在课题研究中激发起学习兴趣的女生还

有许多。“女生对人文类学科比较感兴趣，因
此，一开始学生涉及科学的课题并不多。但科
学研究对女孩子而言能拓宽视野。学校为这
样的学生创设了不少平台，比如，邀请高校或
科研院所的专家做指导，替学生借用科研院
所的专业研究室等。”

90%参与科学活动
为了提高女生的科学兴趣，潜移默化，兴

趣第一是关键。市三女中的科技教育由校长
徐永初亲自“挂帅”，带领 "*名教师设计了一
系列科技课程和活动。市三女中的每位学生
都可以从“科技菜单”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
“科技餐”———高一开设了《优秀女性特质探
究》、高二《科技之旅》综合课程等必修拓展
课；与高校合作开设了创新课程，和包括机器
人、火箭、程序设计、+,数学等在内的 $*余门
科技课程；学校每年开办科技节，并推出了“长
江水学校项目”、“国际生态学校项目”。学校还
拨出专门款项，组织批量学生外出参观，比如梦
清园、航海馆、滴水湖、青草沙水库等，培养女
生关注自然、关注科技的兴趣。目前，市三女
中女生的科技活动参与率达到了 -*.以上。

校环保教研组组长王海萍说，无论是高
中还是初中，科学研究最终都是源于课本，同
时拓宽和拓深的。“参与科学活动，不仅让女
生提高了科学兴趣，也是培养了与人交往的
能力。”比如，一位曾参与苏州河水质研究的
女生原本非常内向，但参与研究课题之后，要
做沟通和调研，渐渐地不仅思路表达更有条
理，人也变得更加外向了。 本报记者 马丹

市三女中创新教育鼓励学生参与科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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