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说起培养科学素养，有人会觉得一定和实
验室、和深奥的物理化学原理有关。由市学习型
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市科
技艺术教育中心、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
联合主办的 !"#!“科普在社区 科普进家庭”决
赛活动日前举行。记者看到，科学精神，同样能
从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坚持中萌芽。

坦然接受每次失败

从今年 $月开始，全市 %&"""余户家庭参
加了 '"个竞赛。“防碰撞小车”要求参赛者在平
板小车上设计一个放碰撞装置，将一个生鸡蛋
固定其上，但鸡蛋一半必须露在外面。当小车从
(&度斜坡上滚下并撞击终点处的木板，比一比
谁的鸡蛋不会碎。从暑假开始，长桥中学初三男
生胡思宇就开始了他的实验，摔碎了十几个鸡
蛋之后，终于渐渐琢磨出窍门———车头要贴上
海绵帮助小车到终点处减震，鸡蛋要大的一头
向下放更稳当，海绵弹性太足，保护层上部需要
泡沫塑料“压阵”。果然，一次成功！“从小我就喜
欢玩科技，各种比赛都参加！”小胡说，实验失败
会很沮丧，但只要尝试新的方法就一定会成功。

坚持也是一种能力

在举办徐汇区分会场活动的梅园中学，摆
放着一排小盆栽。种一株植物，并撰写观察日
记，看似“技术含量”不高，却是本次活动项目之
一。从 )月 %"日埋下种子，到 *月 %'日，辣椒长到 !+厘
米，梅园中学七年级女孩王坤研觉得，“种植花花草草，不
仅要有细心，还要有耐心，这其实也是一种养性”；八年级
男孩章攀的苜蓿花差点在酷暑下“全军覆灭”，就在他准
备放弃的时候，发现还有几株小苗活着，经过照料，小苗
们挺了过来，他感叹，不仅种花，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徐
汇区科技指导教师叶红强调，科普活动不是少数“机器人
小子”“模型达人”的专利，也不仅是教会学生掌握技术，
而是培养一种求学、为人的态度。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课程变身“嘉年华”
六年级的于文哲同学每周五下午要上一节摄

影课。虽然是从这个学期开始学的，但拍出的照片
已经有几分腔调了，手里拿的相机也是专业级的。
他说，一共有 ''名同学选了这门课，教课的王老师
正领着大家提高入门的兴趣。
就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全校决定停掉所有的必

修课，一下子开出了 &(门各种选修课，从上午一直
排到下午的“活动课嘉年华”，共分为生活体验、快
乐游戏、动手 ,-.、艺术人文、环保创意、情感体验、
团队合作、奇妙科技等 *个板块。但副校长殷时余
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学生多课程少，要考虑到各门
课的学生人数大体相同，所以，对报名的同学还是
有所限制的，暂时还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往“热门”的
课程上挤。不过，说是这么说，但学校还是基本上
做到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但我们也有‘强制性’
的选修课。”他说，像礼仪课、智能机器人课，就是
规定每个同学都要选一门的，另外，由于学校邻近
苏州河，所以，专门开设了一门“苏州河水质分析”
的课程，就规定所有 *年级的同学都要参与这门课
的实践与研究。

课内外情智育人
孩子自选课程，会不会影响语文、数学、外语等

主课的学习呢？家长们的态度又是如何？
二年级的林淑君同学的爸爸是心理医生，他特

意到学校里来开了一门心理游戏课，带着同学们在
操场上玩“盲人旅行”游戏，培养大家打破心理封闭
的技能，增强团队合作意识。而在其他诸如光学实
验课、生物实验课上，竟然还出现了一支家长志愿
者队伍，他们来协助老师辅导孩子们完成一个个小
实验。老师们说，家长对自己孩子选的课可上心了，
甚至还会亲力亲为全家共同探究新奇事物。

一下子开出了那么多选修课，老师们有个体
会，别看有的孩子主课成绩不怎么样，但选修的课

程却学得十分出色，这正说明，孩子的特长是要靠
正确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去引导、培养的。
中远实验学校校长陈婷说，学校确立了一个办

学策略，就是“情智育人，有效发展”。建校十年来，
学校大力推进拓展课程建设，目前自主编写实施的
拓展类校本教材已达到了 )大类 !*本，日常开设
的兴趣课已达 $+多门。让学生们沉浸于丰富的课
程海洋中做自主选择，不仅没有影响到主课的学
习，反而将大家的兴趣、专注力和探究精神，有效地
迁移到了所有学科的学习上，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和有效性。

学习空间得拓展
事实上，如今在上海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像中

远实验学校那样，将课程的选择权交给了学生。教
育评论专家熊丙奇教授认为，这种由学生自主掌握
课程设置权，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进步表现，对于学
生的学习不能搞“一刀切”。美国、加拿大的高中就
实行学分制，加拿大高中的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要
求的 )&/，像数学，只有“数学 '"”是必修课，对数
学不感兴趣或者数学较差者，只需学“数学 '"”即
可，而有兴趣者，则可选修“数学 ''”、“数学 '!”，这
就把学习的自主权真正还给了学生。熊丙奇认为，
我国的教育以前很少关注受教育者自身的需求和
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大学老师总是设想把学生培养
为自己想象中的人才，觉得这有必要学，那有必要
学，结果就是必修课塞满了学生的课表，而在中小
学则相反，凡是中考、高考不考的科目，就被认为没
必要学，学校开的课程成了单线发展的“豆芽课”。

同样，在参观了中远实验学校的各种选修课
后，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说，在课程建设
中如此发挥教师、家长的积极性，很好地激发了学
生的创造力，让他们在学校里学得开心、学得有收
获。一所学校要办好，就必须这般地关注孩子的成
长感受，拓展他们的学习空间，这样才能使他们的
才华得以有不断提升的机会。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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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上课，看似天经地义却大有“花
头”。课程像超市，学啥随便选。这样的场景在
中远实验学校里已经司空见惯。那么，孩子们
是否真的喜欢呢？老师们该如何把握住“升学
率”这个无形的操纵手呢？家长们又会怎样看
待孩子“随意性”的选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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