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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蔡娴

本报讯“双手交叉置于人体
模型胸骨下半部，重心向前，垂直
下压，掌握好节奏……”作为高考
后的“第一课”，来自曹杨二中的
80名毕业生选择给自己报名了红
十字救护培训课，学习心肺复苏、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气道异物
梗阻处理、创伤救护等。昨日，
普陀区中心医院与曹杨二中携
手开展的高三学生“毕业+医课”
救护培训项目正式启动。通过
线上理论与线下实操培训共8课
时的培训，学生们最终顺利通过
考核，获得了红十字救护员（初
级）电子证书，这也是他们走向社
会的“第一张证书”。

由于去年经历了一次家庭
变故，让曹杨二中的高三学生张
天力意识到了急救知识的重要
性。高考结束后，张天力选择一
边放松一边自我提升，考驾照、

学厨艺忙得不亦乐乎，在得知有
机会可以体验生命教育，学习急
救知识，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张天力未来希望能从事软件工
程方面的工作，他说，这次培训
不仅让他增强了应急救护能力，
还给他带来了不少意外的“灵
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将这些
持证的应急救护员信息汇总到
公共平台上，如果遇到紧急情
况，可以通过软件找到附近的救
护员，就像打车软件的模式一
样，‘接单’的救护员可以尽快赶
到提供帮助。”张天力表示，作为
高中毕业生，这次培训在提升自
救互救能力的同时，也让他们增
强了社会责任感。

据悉，今年是普陀区中心医
院与曹杨二中开展学生社会实
践共建的第十年。十年间，在中
心医院“心心相印·普中情”党建
品牌的引领下，医院还不断输送
优质医疗资源进校区，开展义诊

咨询、健康科普、疫情防控等志
愿服务。此外，还先后共举办了
7次职业体验活动，吸引百余名
学生参与，涉及普外科、妇产科、
呼吸内科、康复科、手术室、检验
科等十余个科室。此次开展的

“毕业﹢医课”救护培训项目也
是医校共建合作的又一新举措，
在今天的启动会上，医院还与曹
杨二中进行了党建签约，为培养
更多具备医学专业素养和社会
责任感的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医院团委也不断探索践行
青年联建共建活动，带领团员青
年投身并参与健康公益和医学
科普事业，为社会群众提供服
务。据了解，在即将开班的爱心
暑托班活动中，医院还将为普陀
区“医二代”特色爱心暑托班贡
献一份力，让孩子们可以通过体
验和学习医疗知识，度过一个特
别的暑假。

“通过此类体验活动，不仅
为学生打开了医学世界的大门，
更是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锻炼
平台，让学生在参与医务人员日
常工作中，感受医学的高度。在
关爱患者活动中，触摸医学的温
度。在志愿拓展活动中，了解医

学的厚度。”普陀区中心医院医
务社工部主任沈华告诉记者，此
次培训恰好处于高中毕业生的
成人仪式和毕业典礼之间，学生
们在取得高中毕业证的同时，还
可以收获走向社会的“第一张证
书”，意义非凡。

为创新而学
作为曾经的物理老师，倪闽

景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全球
理科课程落后世界科技发展70
年，因为科技发展太快，全球科
学教育都面临着难题。

为什么是70年呢？倪闽景娓
娓道来，70年前有三件大事，1946
年，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计算
机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明，人
类正式进入了数字时代。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脱氧核糖
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
型，代表人类进入分子生物学时
代。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
天，代表人类走出地球，进入了太
空时代。“这三件大事，它不是一
个科技事件，是打开人类生存的
全新的空间。但是70年来，我们
全球的理科课程，没有把空间世
界的改变作为教育改变的基础，
所以教育落后于科技发展。”

5月3日那一天滂沱大雨，倪
闽景在嫦娥六号发射现场，感动
得泪流满面。“2030年我们将载
人登月，2035年将开始建设月球
基础，到2049年建设完成，我们
的孩子将会生活在月球上。马
斯克现在疯狂在试验他的星舰，
这一个星舰一次可以搭载 100
人，经过88天飞到火星上，在他
有生之年，希望将100万人运到
火星上。从此我们人类走出地
球，成为多星球的生命。地球是
我们人类的摇篮，但是我们人类
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之中，我
们孩子将生活在宇宙之中。”

在倪闽景看来，数字空间是
人创造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无
边无际的世界，以前是没有的。

“我们人类有精神世界，有智慧，
从宇宙大爆炸迄今已经花了138

亿年时间，但是从第一块晶体管
到现在涌现人工智能智慧，只花了
70年时间。我们现在可以预判，
人工智能将替代所有把人作为工
具的所有工作，比如说司机是一
个工作，所以它一定会无人驾
驶。翻译是一个工作，所以它一
定会被替代。包括程序设计员，
编程人员，也很快会被替代，因为
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学语言不会
被替代，学外语不会被替代。”

“上一个月，Google 开发出
生命蛋白质分析软件，叫Alpha-
Fold3。过去科学家花 50 年时
间，破译全球22万个生命蛋白质
结构，但是AlphaFold3仅仅用一
个月时间，完成全球科学家2亿
年的工作量。这个就是我们现
在面临的科技的世界。”因此，倪
闽景认为，科学教育新的逻辑就
是，为创新而学。“我们将来存在

的意义，就是创新发现。这是全
球的科学教育新逻辑。”

多样化培养
倪闽景认为，科学教育一定

要站在面向全体学生的角度，而
不是对那些尖子生。创新没有
天选之人，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
为拔尖创新人才。

现场，他在PPT上晒了赫歇
尔的照片。赫歇尔是一名音乐
家，但他在科学方面有三个重大
发现：第一个是发现了红外线。
第二个发现，是人类生活的太阳
系处在一个银河系当中。第三
个发现，是用望远镜发现了第一
颗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行星天王
星。“但是他是一位音乐家。每
次在重大科技发展改变的时候，
一旦有重大的发现，往往普通人
就会成为伟大的人。300年前巨

型望远镜发现，400年前显微镜
发现，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每个
人带来全新的机会，伟大可以创
造，不可以计划。”

那么，怎么培养拔尖人才？
倪闽景认为，多样化是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本质和方法。“我们今天
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想的是
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创新
的团队。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
里想的是一样的，就不会有创
新。多样化的好处，是哪怕有缺
点和错误，它都能够成为创新的
资源。所以，通过统一的教学过
程，追求一样的标准答案来获取高
分，进入名校这样的逻辑已经进入
了穷途末路。我们的考试、中考、
高考，还是要有的，但是它一定要
走向以基础为本，走向多样化的
方向，而不是以分数论英雄。”

上一个月，倪闽景和2013年

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台对话，
对方讲了一句话让他深受触动，

“优秀的科学家90%的时间在犯
错，顶尖科学家99%的时间在犯
错。永远对的，那就100分，它就
不是创新。”

科学内容要做什么？倪闽
景认为，不是做题，而是让孩子
们发现现象，产生问题，形成志
趣。“科技会越来越发达，而我们
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发现现象，发
现新的现象，发现以前没有人看
到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孩子要
到大自然去，用大自然最丰富的
色彩，最丰富的声音，最丰富的
形状，来培育我们强大的感官能
力。万物皆可研究。通过我们
动手实践，加强实物学习，来培
养我们多样化的兴趣和视角。”

他分享说，科学教育的目
标，不是科学知识，而是要锻造
每个孩子的自主、专注、坚韧，而
这三条是我们教育的真正价值
和力量。无论考试成绩好坏，也
可以培养这三个素养，哪怕学生
成绩是最后一名，如果其对某个
领域特别感兴趣，作为老师也不
抛弃，不放弃。

在交流过程中，他提到了中
专生姜萍，认为这名学生就具备
了这样的素养。在强大的人工
智能时代，一定会成为一个拥有
创新发现的人。

“科学教育的逻辑，是只有
教育领先了，人才才能领先，科
技才能领先，教育一直跟在人家
后面，我们人才凭什么超过人
家，科技凭什么超过人家。”倪闽
景呼吁，科学教育逻辑的转向，
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必然，也是我
们国家在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这
样美好愿望过程当中，弯道超车
一次极好的机会。

锻造每个孩子的自主专注坚韧
民进教育论坛上，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谈“姜萍现象”

高考后，他们收获走向社会的“第一张证书”

在昨天举行的第十七届上海民进教育论坛上，民进中央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畅谈科学教育的新逻辑。
“前两天，中专生姜萍成为全网关注的热点人物，她的特点就是自主、专注、坚韧。这样的孩子在强大的人工智能时
代，一定会成为一个拥有创新发现的人。”在论坛上，倪闽景还分享了赫歇尔的故事，这位音乐家竟然还是名天文学
家，有三个重大的创新发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论坛现场。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学生们在练习心肺复苏。 青年报记者 蔡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