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校园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上海不断创新科学教育模
式，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不断培育创新人才。

三年来，上海努力创建“市-
区-校”协同，“家-校-社”联动的
中小学“大科学教育”工作格局，
系统推进本市浦东、徐汇、普陀、
虹口、宝山等5个全国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区和上海中学、华二
附初、洪庙小学等39所全国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的建设工作，
鼓励支持实验区、实验校在课程
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积极探索，
加快找出行之有效且可复制的途
径。此外，上海以复旦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等教育集团为试点，探索构建
大中小学纵向贯通、校内校外横
向联动的科学教育新范式。

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创立
“中小学科创教育评估指数”，用
于综合评价区内学校的科学教育
工作，引领中小学科学教育。指
标分为基础性、个性化两类，建立

了8项一级指标，从普众参与、活
动丰富、实践探究等维度进行探
索实施科学教育的浦东模式。

徐汇区科教资源汇聚，多年来
持续构建“STEM+”课程体系并实
现全学段全覆盖，创建了“科学家
进校园”等一批品牌教育项目。徐
汇区中小学共有 5 万人次参加
STEM课程项目，300余名教师参与
培训并实施常态化教学。目前，徐
汇区内中小学已相继开发科学类
校本项目1500余个，让更多孩子
有机会亲身体验科学教育。

普陀区发布了《上海市普陀
区科创人才苗圃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区内中小学已相继形成
科学类校本课程体系，各校在课
后服务时间段每周开放实验室
10次。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
中心开发设计了七大类86门课
程，每年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活动 160 余场，辐射 1.8
万多人次。

虹口区近日揭牌的“科学-
工程教育中心”，未来将通过对

接高校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资
源，构建“工程+项目”课程体系，
创设创意思维、结构分析、能源
动力、通讯控制等实践项目，实
现“关注学生创新意识、高阶思
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这一总体
培养目标。同时，上海科技馆等
6家单位被授牌成为虹口区科学
教育实践基地。

宝山区首创全国“家庭创客
行动”品牌，累计覆盖1.6万余个
家庭；打造“宝山100”科创人才
培养行动，成立“宝山区青少年
科学研究院”；2023学年面向全
区中小学生开展科学体验营活
动，共计 132 场，辐射学生超过
5.2万；编制科普教育地图，打造
出门15分钟的科学教育活动实
践圈。宝山区与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构建5个
高校青少年科学实践工作点，开
发14间科技创新实验（工作）室；
与上海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生命
科学学院紧密合作，开展培育

“太空种子”等活动。

作业数量减少了社会实践增多了
“双减”落地三年，“一减一加”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打造多元辐射的科学教育“中央厨房”，推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项目化学习，通过作业的改革撬动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通过资源的盘活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作为全国“双减”改革试点地区，三年来，上海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
学校的教学主阵地作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在减负提质的同时，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强化校内校外协同发力，在“一减一加”中，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教育回归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
长。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上海在全面实施“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民心工程的基础
上，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全面
实施“5+2”（每周5个工作日，每
天至少2小时）“作业辅导+素质
活动”相结合的课后服务，服务
对象从小学生延伸到放学后所
有愿意留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
的义务教育学生，基本实现学生

“愿留尽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
盖。

同时，上海出台义务教育学
校的课后服务经费补贴标准，不
向家长收费，由财政予以保障。
上海还出台全国首个《义务教育
课后服务工作指南》。目前，上
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遍建立
了作业管理办法和作业公示制
度，约96%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
1万多名校外科普、体育、文化等
领域专业人员进校参与课后服
务。

在教育部公布的2023年度
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实践创新典
型案例中，有着40年创造教育品

牌特色的静安区和田路小学榜
上有名。为满足学生素养培育
的个性化成长需要，学校设置

“12345 自主时刻活动体系”：
“1”是定制“一生一课表”，由学
生、教师和家长三方会谈，双向
选择，产生体现课后服务参与活
动的时段、类目、地点的个性课
表；“2”是普及与提优两个层面，
同一活动设置A班和B班，满足
同一活动不同年龄、不同水平学
生的需求；“3”是突出创新人格、
创新思维、创新实践三个目标，
指向综合素养培育；“4”是组合
管理、机制、环境、技术四项保
障；“5”是设置视觉艺术、舞美运
动、科创研究、创造劳动、学科慧
创五大领域活动类别。

静安区中山北路小学通过
场景转换、空间延伸，让碎片空
间也能“集群成域”，释放普通教
室效能，通过与外部火车头体育
场共建等行动开展“场地改造升
级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满足
学生对体育类课后服务的需求。

“双减”实施以来，上海市宜
川中学附属学校加强作业研究、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给作业本“瘦
身”。各学科备课组精心研究课
程标准、研读教材，在题量上做精
减，在题型和要求上增加选择性，
在设计上体现实践性，研制形成
覆盖一到九年级的课后作业资源
供学生使用，“瘦身”后的作业本
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欢迎。

“一天一页，轻松搞定。既有
新课预习法宝，又有课后巩固复
习，呈现当天课堂知识点的精华。”
九年级学生孟梓菡说，作业量减少
了，积极性反而提高了，“以往我最
缺的自学能力得到了提升。”

宜川中学附属学校还以
“DEC作业”为抓手，突出“让学生
选择多一点、互动多一点、创新
多一点”理念，践行“让校园充
满生活乐趣”愿景。学校积极推
进学生作业“DEC”实践，倡导“小
先生角色”和“小组互助制”，定
期举办学科实践展示，让学生分
享“做题 DO、说题 Explain、理题
Collate”的小妙招、小课堂、小故
事，从一道题到一类题，从学科
学习到跨学科主题学习，让各层
次的学生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角
色和任务。在学生“DEC作业”的
基础上，学校进一步提出教师

“DEC 作业”，通过师生“DEC 作
业”，理出了关键词的要领（教师
作业“DEC”，即研题Discover、说

题Explain、命题Compile；学生作
业“DEC”，即做题DO、说题Explain、
理题Collate）。从组长论坛到学
校教学评优比赛，从研题、说题、命
题的评价指南到优秀案例，学校

“学习成长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入。
教育数字化是赋能“双减”

的“助推器”。徐汇区长桥中学
是上海市中小学教学数字化转
型整体试验样板校，学校聚焦课
堂积极探索，“教学案”的数字化
升级、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设
计、精准实施的分层教学，勾勒
出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教育
新画卷。其中，“教学案”经历
1.0 和 2.0 版本，逐渐形成集学
案、笔记、检测和复习资料于一
体的师生共用的课堂学习方案，
迎来了3.0的突破，从纸质走向电
子，从静态变为动态，融入了多媒
体元素和互动设计，使得“教学
案”更加生动、有趣和高效。

给作业本“瘦身”
作业改革撬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民心工程全覆盖
让课后服务成为学生成长“加油站”

开拓社会大课堂
校内外合力探索科学教育新范式

❶长宁区的学生在课后服
务时段积极参与趣味化学实验
活动。

❷上海市普陀区宜川中学
附属学校加强作业研究、教师注
重通过作业反馈开展个性化辅
导。

❸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专家在实验室指导上海大学附
属小学学生培育太空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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