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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会分论坛

重庆市2024年教育学术年会
暨首届科学教育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娅萍）为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科学教育，交流科学教育实践
经验，推动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10月
18日，以“科学教育与创新”为主题的重
庆市2024年教育学术年会暨首届科学
教育大会在大渡口区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开幕式、主旨
报告、分论坛三个部分组成。在开幕式
上，重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就进一步推
动重庆市科学教育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突出高站位，充分认识新时代科学
教育的重大意义。二是创新科学教育，
是世界大国制胜未来的关键举措。三
是实施科学教育，是推动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的务实举措。

“中国航天事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
走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开
拓创新的伟大历程，树立起了人造地球卫
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工程三个里程
碑。”在主旨报告环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
士杨俊华以“中国的航天”为题，回顾了中
国航天的发展历程，并对中国航天的未来
发展提出了深刻见解。

他强调，应不断完善现有的应用
卫星系统，加速深空探索和空间科学
的发展，加强对应用卫星新技术的研
究，以期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所能
及的力量。

如何有效提升公共科普资源在科学
教育中的利用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崔

鸿在题为“公共科普资源及其科学教育
应用”的主旨报告中给出了答案。

她围绕公共科普资源概述、国内外
公共科普资源应用现状、国内外公共科
普资源科学教育应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
分享。她指出，科普资源蕴含丰富的科学
现象与科学事例，将其融入科学教育中，
不仅充分发挥了科普资源的教育价值，对
学生掌握科学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王枫做了题为“面向教育强国的
科学教育愿景、共识与行动”的主旨报
告。他表示，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要
致力于构建面向人人的科学教育体系，
旨在培养每一个学生的科学素养，激活
特定学生的科学潜能。

此外，王枫还进一步指出当前科学
教育中尚待凝聚的几点共识、尚未厘清
的相关概念，并逐一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大会当日下午，还分别举行了区域

教育论坛、中小学教育论坛、学前教育论
坛三场分论坛，来自北京市、上海市以及
成渝两地的教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
绕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议题，
展开深入探讨。

作为中小学教育论坛中的发言单
位，成都市成华小学校党委委员、科学教
育副校长廖佳秋表示，本次学术年会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一环，成
渝两地在科学教育领域无疑拥有着共同
的愿景与目标。成华区在科学教育的探
索道路上进行了诸多实践，在这一过程
中，见证了无数科学教师专业素养的显
著提升，也目睹了上万名怀揣科学梦想
的少年茁壮成长。未来，衷心期待成渝
两地能够在科学教育领域开展更加紧密
的合作，共同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
目标前进，为点亮更多师生的未来贡献
力量。

成都市站东小学校副校长魏威介绍
道：“馆校课程构成了我们学校科学教育
的关键一环。我们在依托学校特色‘三
立课程’的基础上，积极与校外场馆建立
联系，精心策划并开发出了12条专题性
的科学活动路线。在这一实践探索中，
我们深刻体会到，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
和自主体验来学习，是极为有效的科学
教育方式。学生们通过实践活动，不仅
加深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还在活动中
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与成长。”

本报讯（杨帆 樊洁 陶彦燕）10月
18日，在重庆市2024年教育学术年会
暨首届科学教育大会上，区域教育论坛、
中小学教育论坛、学前教育论坛三场分
论坛同样精彩纷呈，来自北京市、上海市
以及成渝两地的教育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分论坛一：区域教育论坛

区域教育论坛以“科学教育‘创新融
合’区域实践”为主题，分主题参观、课例
展示及点评、专家与学生面对面、主题交
流四个环节。现场，来自重庆市多个区
县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学生共800余人
齐聚论坛。

在课例展示及点评环节，来自重庆
市第三十七中学校的执教者田斌成围绕

“科学研究活动——基于实验数据的原
电池改进之路”课题，进行科学教育课例
展示。重庆市教育学会科技创新教育专
委会理事长林长春进行点评。

“什么是航空航天？”“同学们有乘坐
过图中这类型的飞机吗？”专家与学生面
对面环节，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
生导师、国家青年人才李哲灵首先用两
个“接地气”的问题与学生展开互动，并
围绕“面向航空航天的材料科学发展”主
题做科普报告。

李哲灵由浅入深地向学生科普了
材料科学在航空航天科学研究领域的
应用及发展。学生们积极发言，踊跃
提问。李哲灵向学生们推荐与材料力
学、界面力学相关的趣味实验，鼓励学
生们培养科学兴趣，在独立克服难题
中磨炼毅力。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现场，来自上
海市普陀区以及重庆市渝中区、大渡口
区、南岸区、永川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的教育工作者围绕各自实验区的
科学教育“创新融合”实践情况进行了
分享交流。

分论坛二：中小学教育论坛

中小学教育论坛以“科学教育与创
新的变革之路”为主题，邀请来自北京、
成都、重庆三地的教育专家、学者结合自
身研究，通过专题交流、圆桌论坛的形式
分享科学教育创新实践、激发教育创新
活力。

在主题交流环节，成都市成华小学
校党委委员、科学教育副校长廖佳秋分
享了该校在科学教育实施策略中科学教
育课程建设的具体路径，具体而言就是
在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基础科学
课程进行优化，积极开发校本课程，提升
学生科学素养。

成都市站东小学校副校长魏威则是
以“校内场馆课程助力科学教育高质量”
为题，介绍学校在拓宽学习空间、研发馆
校课程、构建馆校企多方协同机制等方
面的实践路径。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党委书记
李竹分享了学校在资源建设、师资培训、
活动创新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并表示未
来学校将发扬“勇于实践，敏于实验”的
风范，继续深化科学教育改革与创新，努
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余位河介绍了学校以硬件设备投入
为基础，以科技特色活动为载体，紧扣课
程指导、竞赛培训两条主线，全力打造以
科学素养为导向的科学教育新生态。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如何推动中
小学科学教育改革落地？怎样找到学
科融合点，真正实现跨学科主题学习？
在圆桌论坛上，来自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校、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重庆市江北
区华新实验小学等7所中小学的相关负
责人围绕当下科学教育的热点问题各
抒己见，阐述各自学校在科学教育上的
亮点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慧泉小学校还
举行了教育开放日活动——慧泉小学科
学教育实践成果展。据悉，该校夯实“五
小”（小制作、小发明、小实验、小报告、小
场域），培育小小科学家。学校先后荣获
华夏教育评价联盟、全国生态劳动教育
实践特色学校以及重庆市首批教师评价
试点学校等称号，承办了全国中小学信
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重庆市选拔赛等
市区级活动。

分论坛三：学前教育论坛

学前教育论坛在大渡口区育才红旭
小学举办，国内知名教育专家与来自全市
的幼教工作者齐聚一堂，以“科学启蒙
激活生命成长”为主题，共同探索新时代
背景下的高质量学前教育发展之路。

论坛上，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学前教育保教指导专委会
委员梁慧娟以“深化探究实践 推进幼儿
园科学教育创新”为题为大家带来了一
场精彩的讲座。

梁慧娟重点围绕新时代幼儿园科学
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当前幼儿园科学教
育改革面临的挑战、推进幼儿园科学教
育改革创新的路径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
讲解。她表示，重视“探究实践”是我国
幼儿园科学教育早已明确并始终坚持的
育人路径。

“如何深化探究实践呢？一是要以
主动学习为核，深化幼儿探究。充分尊
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兴趣，支
持幼儿探究、试错、重复等行为，发现每
个幼儿的优势和长处，促进幼儿在原有
水平上发展。二是要以生活游戏为基，
深化幼儿探究。坚持“一日生活皆课程”
的理念，对幼儿探究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渗透于日常生活和游戏之中。三是
要以整合理念为引，深化幼儿探究。提
高科学类主题活动和蕴含科学学习的项
目活动开展实效及主题、项目间的整体
联系，以探究实践的持续深化撬动幼儿
全面发展。”梁慧娟说。

主题交流环节，大渡口幼儿园、渝
中区实验幼儿园、西南大学实验幼儿
园、巫山县平湖幼儿园、武隆区江北幼
儿园、大渡口区实验幼儿园等6所幼儿
园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各校科学教育实
践进行了分享。

本次学前教育论坛为我市幼教工作
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为我市学前教育
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

专家学者云集 共话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暖场表演《科学教育点亮未来》。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