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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先行：
构建科学教育新生态
场域育人：在真实情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松侨小学

深刻认识到，科学教育的本质是在真实情境中培养学生的

探究能力与科学思维，拆除实验室的围墙，将校园化作立

体教科书。学校提出“场域育人”理念，将“场域”定义为物

理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氛围的有机统一体。在物理环境

层面，打造“小松科学院”“小松苗圃”“六足馆”等特色场

馆，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科技与工程等五大领域，为

学生提供动手实验、观察探索的实体空间；在社会关系层

面，构建教师、家长、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协同互动的网络，

形成“人人参与科学教育”的共同体；在文化氛围层面，通

过校园广播、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营造“人人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郁氛围，使科学精神融入校园文

化基因。

儿童立场：以童心为尺丈量科学教育的边界。基于小

学生认知特点，学校确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原则。低

年级以“兴趣激发”为核心，通过科学小实验、小制作等融

合课程，如将科学与劳动、信息技术结合的“手工制作”课，

让学生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科学魅力；高年级以“能力培养”

为重点，设置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这种分层设计，既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又为

科学素养的螺旋式提升奠定基础。学校还通过“科学与文

学相遇”读书活动、“追英语之‘光’，探科学之‘影’”跨学科

实验等，让儿童在多元体验中建立对科学的亲近感，避免

陷入机械知识灌输的误区。

机制护航：
“三项机制”支撑体系

组织领导机制：学校将科学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要

点，成立由书记校长牵头的科教工作网络，形成“书记校

长—分管领导—学科教师”三级管理架构。定期召开科

学教育推进会，明确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资源整合等具

体目标，确保科学教育在课堂教学、课后服务、校园活动中

全面落实。

协同育人机制：打通校、家、社三方资源，形成“三位一

体”育人格局。校内，实施“建机制、强师资、抓课程、巧衔

接、兴社团、优服务”组合拳，构建贯通小学阶段的科学教

育链条；校外，与山西省科技馆、太原植物园、山西农业大

学果树研究所等建立合作，引入科学家、科普志愿者等“校

外导师”，同时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农场开展研学；家庭层

面，通过“感受科技力量 追逐蓝色梦想”航天主题活动、亲

子科学实验等，引导家长参与科学教育，形成育人合力。

宣传推介机制：搭建“内外联动”宣传矩阵，校内整合

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媒介，及时发布科学教育

动态；校外对接省市级媒体，形成报道矩阵，多角度宣传学

校科学教育成果，提升社会关注度。例如，“科学公益实验

课进课堂”“黄粉虫养殖实践”等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引发

社会对小学科学教育的广泛讨论。松侨小学深谙宣传对科

学教育推广的重要性，通过构建 “内外联动、双轮驱动”

的宣传体系，让学校的科学教育实践走出校园，成为区域

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教育范例。

师资跃迁：
锻造科学教育“硬核力量”

教师是科学教育的核心力量。学校依托山西省名师工

作室科学专题线上研修平台，组织教师参与主题培训，促

进专业理念更新；借助国家智慧中小学平台和校内智慧校

园资源，探索“互联网 +科学实验”教学模式，弥补专职教

师不足、实验场地有限的短板。

在课堂教学中，推行启发式、探究式、任务驱动式教

学，鼓励教师设计跨学科融合课程。师资跃迁正在通过多

重路径，构建科学教育的硬核支撑体系。教师从知识传授

者转变为学习生态设计师，学生则在真实问题解决中发展

科学思维，这种双向跃迁正在重塑科学教育的未来形态。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显著增强了教师的创新能力，更为学

生的科学教育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动力，推动科学教育迈

向新高度。

课堂联动：
科学教育赋能创新思维

第一课堂：让科学课本“活”起来。学校严格落实国家

课程方案，开齐开足科学课，同时根据不同学段特点优化

教学策略。低年级采用“游戏化学习”，通过“水的魔法”“植

物生长观察”等趣味实验，培养观察能力和好奇心；高年级

开展“项目式学习”，让学生经历“提出问题—设计方案—

实验验证—解决问题”的完整科学探究过程。例如，“跟着

农业科学家学科学”劳动实践项目，学生在种植作物时记

录生长数据、分析环境影响，解决农业问题，将生物学知识

与劳动技能有机结合。

第二课堂：激活科学探究内驱力。课后服务成为科学

教育的重要延伸。学校开设无人机、机器人、科学实验等多

个科技社团，每周固定时间开展活动，鼓励学生自主选题、

动手实践。“无人机社团”学生参与校园航拍，“机器人社

团” 在区级比赛中屡获佳绩，科学实验社团开展的“火云

神掌”“铁签穿气球”等演示实验，成为校园科技节的亮点

项目。此外，“小松科学院”每日大课间开放，学生可自由开

展物理、化学小实验，观察黄粉虫生长周期，在自主探究中

培养实证意识和创新思维。

融合创新：

探索“科学 +”教育新路径

学科融合：当学科碰撞出科学火花。“科学 +语文”开

展“科学家故事演讲”“科普短文写作”，让学生在语言表达

中领悟科学精神；“科学 +英语”组织双语科学实验，学生

用英语描述实验步骤、撰写报告，提升跨语言科学交流能

力；“科学 +艺术”举办“科技绘画展”“科学装置艺术”，让

学生感受科技与美学的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是“追英语之

‘光’，探科学之‘影’”跨学科教研活动，英语教师与科学教

师联合设计“光与影”主题课程，学生在英语语境中探究光

学原理，实现语言能力与科学思维的同步提升。这种“全学

科科学教育”模式，让科学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渗透

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内外融通：校内外资源的科学共振。学校积极“引进

来”“走出去”，构建开放型科学教育体系。“引进来”即邀请

芝麻科学实验室、山西农业大学专家进校开展公益讲座、

实验演示，聘任市区专家担任学校科学副校长，为学生带

来前沿科学知识；“走出去”则组织学生赴山西省科技馆、

太原植物园研学，在“科技探秘 感受华夏之光”活动中，

学生参观航天展区、体验数字科技，在真实情境中激发探

索欲望。此外，“生活比蜜甜———跟着农业科学家学科学”

实践项目，学生走进农场，在农业科学家指导下种植作物、

记录数据，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无缝对接。

平台搭建：

打造沉浸式科学探索“梦工厂”

特色场馆：打造沉浸式学习空间。“小松科学院”作为

核心科普场馆，设置五大主题展区，既有基础实验展示，也

有互动体验区，成为学生课后探索的科学乐园。“小松苗

圃”作为劳动科学基地，学生在此种植蔬菜、观察植物生长

规律，理解“自然科学与生命教育”的关联；与山西大学农

业循环工程研究院、山西虹桥昆虫产业基地合作建立的

“六足馆”聚焦昆虫养殖，黄粉虫从幼虫到成虫的完整生命

周期观察，成为生物课程的活教材。这些场馆不仅服务本

校学生，还向周边幼儿园、社区开放，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品牌活动：营造全域科学教育氛围。学校精心设计科

学教育类品牌活动，形成“月月有主题、季季有亮点”的科

学教育生态。科技节期间，“科学游园会”设置 10个互动展

区，学生手持“科学护照”参与实验体验，集印章兑换科普

奖品；“科普剧展演”中，《千年梦圆在今朝》《科技照亮梦

想》等剧目将科学知识与艺术表演结合，传递科学家精神；

“科学运动嘉年华”融合“阻力伞接力赛”“星际远航”等创

意项目，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力学原理。这些活动覆

盖全体学生，实现“从少数人参与”到“全员科学素养提升”

的转变。

结语：夜幕中的松侨小学，“小松科学院”的灯光依然

明亮。一群孩子围在黄粉虫养殖箱前，用放大镜观察新孵

化的幼虫；隔壁实验室里，几个身影正调试着无人机的螺

旋桨，为明天的校园气象观测做准备。这些充满好奇的目

光，恰似十年前埋下的科学种子，如今已在“大科学教育”

的土壤里破土而出。这所百年老校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

教育的魅力，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小小科学家”，在

真实的探究中触摸知识的温度；在于打破壁垒，让校园、家

庭、社会成为科学精神的共振场；更在于相信，当童年与科

学相遇，每个心灵都能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或许，这就是松

侨小学故事的真正意义：它让我们相信，科学教育的星辰

大海，始于每个课堂的小小探索；而所有用心耕耘的地方，

终将收获一片璀璨的星空。当每个校园都成为科学的沃

土，何愁长不出科技创新的参天大树！ （张敏）

导语：在太原市迎泽区松侨小学的校园里，一群小学生正围着玻璃箱屏息观察：黄粉虫从乳白色幼虫蜕变为棕黑色成虫的过程，被详细记录在实验手
册上；无人机掠过操场，孩子们操控着设备拍摄校园全景，讨论着空气动力学原理；英语课堂上，学生用英文描述“光与影”实验步骤，试管中晃动的液体折射
出七彩光斑……

这不是科技馆里的科普活动，而是百年老校松侨小学日常科学教育的缩影。当“双减”政策下科学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热词，这所小学正以“小松教育”为支
点，撬动一场关于“大科学教育”的深层变革。这里发生的教育故事，或许能为新时代科学教育破局提供一把关键钥匙，当百年老校遇上“大科学”，会碰撞出怎
样的育人火花？

百年松侨焕新启航：

老校邂逅“科学教育”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