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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学问 实践创新 

——创造教育的持续实践与探索 

上海市实验小学 杨 荣 

 

上海市实验小学拥有百年办学的成功实践经验，从“小学校，儿童幸福之起

始”的办学价值观建立，到“实验创新，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凝聚；从“精良

课堂，优质师资”到“开放教育，尊重生命”理念的确立；从旧中国的“名校”，

到新中国的教育部重点小学；步入改革开放后成为上海市素质教育实验校，上海

市实验小学始终与时俱进，大胆破题，率先转型，引领改革，持续发展。 

在校史册中有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画面中记录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同志和他的夫人观看学生气象作品的精彩瞬间，这些气象作品出自于一个由兴趣

引发且极具特色的小学气象小组。气象小组由特级教师林有禹老师一手创办而成。

如何利用当下条件突显自然学科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学科优

势？这是创办气象小组的初衷。当年的气象小组让学生迷上宇宙、星球，更让学

生们爱上了天文、爱上科学。当时的小小气象员带着自信和憧憬走出了校园，走

出了上海，走向了令天文迷们向往的南京天文台，由兴趣到向往到事业的追求，

最终成为了科学工作者。 

上海市实验小学，全国创造教育先进学校，在中创会的指导关心下，学校坚

持做优自然学科，全面普及科学教育，丰富创意活动，为激发学生实践兴趣，培

养创造能力创造机会。小学教育，为人生奠基，为国培根固基，学校的教育目标、

内容、方式，在对接党和国家的要求，回应时代要求中与时俱进，2006 年，胡

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实小

始终将“育人”摆在第一位。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学校又进行了“新世纪新

儿童的培养研究”。基于学校厚实的教育探索，在中国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学校提出了《小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的课题，总

结的“爱祖国”、“守规则”、“敢开放”、“讲诚信”、“负责任”、“会学习”、“懂简

朴”、“有快乐”这八大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当时的思考。2016 年 9 月 13 日上

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对照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

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六大素养，我们对科学精神、实践创新有了新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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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式，帮助学生形成相对稳定的兴趣倾向，并在旺盛好奇心趋使下，进行自

主创造。 

玩，是激扬个性的有效作途径，让学生在好玩、玩好中成长，学校的“快乐

333”课程（见表 1），实现的就是让学生乐学乐思乐创，课程内容立足中心城区

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实现学生的快乐成长为基本价值导向，通过开放的创

新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基本的实践能力、创新素养，让学生通过活

动，在个性与特长上有所培养，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获得全面、生动的发展。 

表 1 上海市实验小学快乐 333 课程内容一览表 

一

年

级 

手工 DIY 

折纸、剪纸 

艺术创意 

撕纸画 

弄堂游戏我最棒 

斗田鸡、风车转、

沪语童谣 

球类游戏 

花样小篮球 

悦读畅想 
结构游戏 

雪花片 

脑力挑战 

思维训练 

English Time 

我的绘本故事 

二

年

级 

手工 DIY 

泥塑 

艺术创意 

三角折纸 

弄堂游戏我最棒 

造房子、游戏棒 

球类游戏 

乒乓球 

悦读畅想 
结构游戏 

磁力棒 

脑力挑战 

思维训练 

English Time 

我的绘本故事 

三

年

级 

手工 DIY 

三模制作 

艺术创意 

板报设计 

弄堂游戏我最棒 

丢沙包 

官兵捉强盗 

English Time 

创讲英语故事 

悦读畅想 
结构游戏 

电子积木 

脑力挑战 

思维训练 

艺术创意 

口风琴 

四

年

级 

手工 DIY 

树叶贴画 
环保创意 跆拳道高手 创意故事屋 

悦读畅想 小小理财师 
脑力挑战 

思维训练 

English Time 

英语小品表演 

五

年

级 

手工 DIY 

立体纸结构 

创意制作 

妙思巧做 

弄堂游戏我最棒 

跳皮筋、刮片子、

掼结子 

踏歌吟赋 

悦读畅想 街舞 
脑力挑战 

思维训练 

English Time 

英语小品创作 

“快乐活动日”的设计，是从探索建立学校育人模式的新机制为出发点再构

课程，体现的是尊重儿童成长规律，面向全体，聚焦需求，满足学生快乐的多元

体验。活动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科技、艺术体育、生活游戏等不同领域，通过游

戏、动手操作、艺术欣赏、实践体验等多种途径，拓宽学生的学习时空，丰富学

生的学习经历，体现开放性地创造。 

整体课程与特色课程相互支持，实现了高质量落实国家课程前提下的个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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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建立在扎实“学问”基础上的创造教育，让学生学得实，学得活，更为未来

的发展提供可能。 

二、课程实施遵循规律，持续优化，让学生有“创造”有成就 

高质量地落实基础型课程，事关义务的整体质量，也关联人的终身发展。全

课程地夯实基础学力，培养创造能力：自然课中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实验与学具

由学生自行设计；劳技课中利用辅助材料与配套材料设计制作符合实际需求的作

品；计算机课中从“玩游戏”到“做游戏”；音乐课中对曲子的个性演唱、独特

理解；美术课中的科幻画家；语文课中的“小诗人”；数学课中的“条形统计图”

设计师；英语课中的即兴翻译官……学校的基础课程基于全体学生，让每个孩子

拥有实践的机会、创新的意识。 

（一）科学课程系统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自然学科是小学进行科学教育的主要科目，学好用好是我们一直的质量目标

之一，在二期课改起步之时，我们就将自然与劳动技术进行整合，作为自然科学

的关注学生的活学活用。学校 30 个教学班，学科教学全部由专职的 7 位自然老

师承担，同时 7位各有特点，在开放实验、研发课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巧学

巧创： 

“妙思巧做”，实现国家课程个性化实施。课程从基础型课程（小学自然）

和拓展型课程两方面着手开展研究，既有与自然课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的激发学生

创新思维的课堂教学内容的挖掘（挑战赛）；也有拓展于基础型课程以外的、以

创新实践操作为主要方式的拓展型课程内容的设计（妙思巧做），包括“挑战赛”

与“妙思巧做”两个栏目。挑战赛为全员参与，妙思巧做为跑班形式，遴选各班

对创造、制作感兴趣的学生进行教学。“妙思巧做”课程以《小学自然课程标准》

“内容与要求”中的“物质科学、地球与宇宙、生命科学”三大主题为基本课程

模块，根据自然教材中相应年段的具体内容、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和兴趣，设计

小主题，形成“妙思巧做”项目的整体框架。“小生命多精彩、小实验大学问、

小脑袋敢创新”这三大模块以创新思维的培养为引领，带动对三大科学领域的探

究，并在具体的探究过程中促进学生不断改进、创新。“挑战赛”栏目关注从教

材学习到提出质疑或产生创新妙想、进一步设计、尝试的再学习过程，从而培养

发散思维习惯，形成创新意识。 

项目研究课程化，带领学生走入科学研究。2015 年 4 月，应上海市师资培

训中心的邀请，上海市实验小学校成为了中德“环境教育”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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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所基地学校的一份子。进行了《让“垃圾”变资源》环境教育课程的研发。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知道在学生活中有许多有个性的“垃圾”，它们还有着其他

的妙用。如淘米水、鸡蛋壳、香蕉皮、橘子皮、咖啡渣等。知道在生活中有许多

废弃物可以成为制作的材料；能针对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萌发出更多、更新的

创意；了解制作作品的结构与功能的联系。能够从现实状况出发构思可能的行为；

能够将对未来的期待和设想从持续性意义上进行构思、表现和落实。通过这一课

程，学生不但增强了环保意识，更能亲历亲为，为环保出谋划策并应用于生活实

践。 

教师特长课程化，动手动脑培养创造力。“三模制作”课程中，教师为学生

提供基础模型材料，但学生要进行二次设计和改造，要求制作出有个性的模型作

品，让学生知道模型制作的目的并不是模仿，而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

课程的学习中不断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除了模型制作方案的

创新之外，在模型制作过程中鼓励学生对模型制作的材料可以进行创新，一部四

驱车在不同的学生手中拥有了不同的马达、齿轮、前后导片等，跑出了不同的速

度。 

（二）各学科的活动全面激发学生创造力 

在实小的校园生活中，每个孩子都通过每年定时举办的各类活动，不断地经

历与实践，实现自己的创意。年复一年地实践让他们对自我不断进行新的审视和

反思，并不断地改进。各学科创造活动的设计进一步激发学生创造的兴趣、丰富

学生的创造体验、激励学生持续创造。 

最让全校学生创造的“洪荒之力”爆发的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包

括科技吉尼斯系列竞赛、创意方案设计竞赛、“变废为宝 创意无限”作品展示、

赛车达人擂台赛等。发现问题、打破思维的障碍、激发潜在的创造力，学校一年

一度的科技节，就是为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英语节”引导学生放眼世界，构建和谐轻松的校园文化，为学生充分展示

英语及艺术才能搭建舞台。在丰富多彩的英语节活动中，学生主动学习英语，掌

握更多的英语“学问”，并将其运用于讲、演、唱等各种表现形式中，成为英语

学习的小主人，也向全校师生、家长展示了自己的英语创作才能。有的学生听了

同学的英语演讲、看了同学表演的英语小品，不禁暗暗下决心，明年要比他们更

强。 

“体育节”构建一个学生展示运动才能和聪明智慧的活动平台。学生不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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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体育“技巧”，还发明体育竞技游戏。通过隆重、有趣且具挑战性的体育游

戏盛会，培养学生创造性运动、合作、自信、勇敢、公平竞争及团队精神等良好

品质及健身、参与的意识。 

“阅读节”结合“世界读书日”举行，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同学们牵

手好书，积累了更多领域的“学问”，创意展示阅读成果，以创激趣，让阅读成

为每个人的习惯和校园风尚。学校还引进了思来氏公司的小思阅读平台。通过信

息化平台，将同学们阅读过程记录下来，并通过记录时间、回答问题、积分排行

等方式，让阅读游戏化。同学们争做阅读小达人、看谁积分积累多、能力升级快

等一系列评价机制激励着同学们跃跃欲试。有的学生已经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进

入了全国阅读达人前十名。学校荣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十佳特

色学校”称号。 

俱乐部活动关注学生的专学专攻，国画、三模、机器人、舞蹈、弦乐、啦啦

操、羽毛球、篮球等课程有的利用本校教师资源，有的聘请外校资深教师，进一

步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助力学生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习和专项素养的快速发展。 

三、环境创意评价创新，营造创造氛围 

学校利用新校舍落成使用的契机，基于历史传承、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从

文化培育的视角，继续系统设计建设校园环境，使校园成为激发和展示学生创造

才能的文化景观。通过空间布局的合理定位、育人功能的有效开发和精神文化的

整体营建，使校园的建筑风格、人文环境、办学特色、精神追求协调融合，让物

质空间讲述创造的故事，显现创新精神的意义。 

 “妙思 do 乐园” 创新实验室的墙面呈现妙思巧做部分课程内容、张贴磁

性“挑战云”便于更替挑战者及最好挑战成绩照片，给参与课程学习或来此进行

自然课学习的学生阅读和欣赏，形成视觉熏染；橱窗布置妙思巧做课程中诞生的

优秀作品，方便学生欣赏、分析、借鉴，渲染创新意境；周围橱面整齐摆放贴有

标签的整理箱，里面装有各类制作工具，提供制作支持，令学生产生想要使用这

些工具进行制作的渴望，营建创新环境。这样的“妙思 do 乐园”，学生想要进入、

渴求参与、不想离开，为创新创造了环境基础。 

童心世界长廊与“小龙人积分行动”相结合，实小龙人在这里了解积分兑换

规则、研究课程内容、自助操作积分查询机。有了一定的积分可以做什么？学生

可以兑换喜爱的课程和带有学校 LOGO 的学习用品。“实验小达人”、“作家面对面”、

“中华小当家”、“科技小制作”、“自助餐礼仪”……学校不定期推出的各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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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定年级、不限定性别。有的学生在与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见面后买回了一系

列她的作品阅读；有的学生在做完实验后问长问短还询问明年是否还有这个课程；

有的学生参加了“中华小当家”后对厨艺有了兴趣。多样的课程实践体验促进了

积分评价方式的持续发展，体现了专业领域与个体实践的对接，带给学生专业的

知识、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创造兴趣，并支持从兴趣向爱好的迁移，最终实现

个性的创造和发展。 

音乐小舞台上，各种乐器演奏、优美的舞蹈展示、动听的歌声环绕……这里

不仅是才艺展示的舞台，更是同学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挑战的擂台。从这

里走出了小提琴、钢琴演奏家，唱出了小小歌唱家，萌发了同学学习踢踏舞的兴

趣…… 

“百变”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开阔视野。学校在最醒目的地方设置了以 “龙

龙爱祖国”与“龙龙爱世界”为主题的中国与世界之窗，其中先后介绍了“新年”、

“阅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科技与文明”等，丰富信息，激发学生的世界

责任感和中国人的自豪感。校园生活中，学校组织了团队创意坊、英语阅读角、

小龙人电视台、四驱赛车场、“领巾风采”宣传栏等，让学生感受实小校园中处

处是学习、处处是激励、处处是欣赏、处处是挑战的浓厚氛围。 

“人才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创造”，给学生一份惊喜，会激发一种热情，保护

学生一份好奇，将会激励他们持续的探究，世上没有相同的叶子，每个孩子都禀

赋各异，当学校坚持全面公平、丰富优质的原则，给学生丰富的课程体验，一定

会成就未来无限的可能。“学问”是立身的基础，“实践”是发展的载体，“创新”

是人生的高峰，万丈高楼平地起，聚焦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育，我们会坚持课

程设置的整体优化，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课程评价的生动多元，课程活动形式

的持续儿童化，围绕“学问”与“创造”，学校创造教育的实践将更鲜活而高效。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当国民的创造力得到有效培养时，中国就将成为人力资源

大国，基础教育有责任在促进这一转型中，作出应用贡献，学校的创造教育探索，

也将更有实践意义和价值。（执笔：秦瑞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