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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外联动  促进创新思维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平凉路第三小学是杨浦区的一所中心校，学校建立了创造教育活动的基地—

—创新工作室、生生农场、小小爱迪生创新实验室，健全了创造教育激励机制—

—“科技启明星”、“科技小小达人”评选制度，构建了一支奋进、和谐、有为的

学校创造教育教师团队，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力和创造能的好儿童。学校是

杨浦区科技特色学校、知识产权试点学校，2012年成为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教育

实验基地学校。 

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

学知识的教育与培养贯穿于校内外教育，渗透于课内外学习，使创造教育在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学校创造教育的优质发展与内涵发展。 

我们离创新型教师有多远:从证据反思教师教学创新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尤其关注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关注学生创新基础、创

新能力和创新个性的形成。面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学校鼓励教师在教学思想上大

胆突破，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提出：在课堂上，

教师的“教”要围绕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行调整，一定要改变只关

注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做法，必须着眼于发现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潜能，关注包括创

新意识的激发、创造技巧训练和创造专题活动等内容，使提高学生创新素养深入

到每一节课中；在练习设计上，教师要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练

习设计能力，要有意识地选择教材中的内容，有意识地开发能启发和唤醒学生创

造意识的习题。 

学校开展了课堂观察，选取了包括观察、演示操作、独立操作、猜想、理解本

质、讨论、多种思维等这些普遍意义上认为能够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学习行为作为

观察点，梳理了教师教学行为中与创新素养有一定相关度的教的现象，包括描述现

象、引发思考、提炼规律、验证规律、应用规律解释、认知冲突及气氛问题。通过

收集数据、信息统计、编码分析，精细地观察课堂中教师行为是如何影响着学生创

新能力的提升，让教师在与数据对话的过程中反思自身行为与能力，通过证据反

思教学创新能力。 

在课堂观察中，老师们第一次直观地发现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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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深层思考：不同教师的教学特点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

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教师过分强调教育目标的最低层次的“知识”，把

较多的教学时间用于这一层次，而很少把时间花在更高层次的活动上，学生的创

造性相对较低。而课堂上重视学生创新能力、求异思维的教学行为和策略才是有

价值的，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培养学生创新素养的教师能力，始于反思，而有意义的反思则给我们改进教学

提供了证据和空间。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教师必须留给学生充

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反思和自我表现，注重培养学生对学习任务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开发新思路以及探索新方法的能力，才能打造出一个灵动的课堂，培养出赋有创

新精神的学生。 

与儿童一起探究：把科技创新活动开设到孩子家中 
在创造教育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小学阶段的儿童对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

奇心和探究欲望，他们乐于动手操作具体形象的物体，乐于对生活中的事物一探

究竟，这一时期是培养学生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科学精神的重要时期。

学校希望能寻找到这样一种载体，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

习全程结合，将基于教材的学习与基于生活经验的探究有机融合，将儿童学习的

时空转变与家校指导模式的跟进紧密相连，将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善与教师教学行

为的变革无缝衔接，建立“百个儿童家庭科技实验角”是我们寻找到的切入口。 

2010 年，学校着手开展“构建百个儿童家庭科技实验角”活动，学生们在

各自家庭中寻找固定小场所、进行适当环境布置，确定探究科学实验或科技制作

探究项目。在家长、教师指导下，孩子们在家中完成基于项目的科学探究活动，

孩子们在自主实验的过程中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拥有一份热爱科学的

热情。  

学校先后发布了“儿童家庭科技实验角”小贴士，形成了“儿童家庭科技实

验角管理规范”、“教师对儿童家庭科技实验角指导帮助”、“儿童家庭科技实

验角活动评价”等相关制度，组建了学生科技礼仪队，开发了“科技小达人俱乐

部”网络交流平台，编写了校本课程《小学生喜欢做的家庭小实验》。学校还与

上海电力学院、杨浦区定海街道达成项目共建的协议，利用家庭、社区、高校的

资源共同为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出力。 

在孩子们开展家庭科学探究活动中，教师不断丰富科学课程内容，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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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愿望；寻找科学课程的课内外连结，校内外衔接点；利用课堂教学、科技活

动等途径展示学生的家庭探究活动；不断追问学生研究历程，促进学生由单一实

验到系列实验；开设科学拓展课，丰富学生科学经历。学生的思维不断撞击，不

断生成新的问题。他们的探究过程经历了生疑——析疑——解疑——生疑——析

疑——解疑，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在家庭科技实验角中，学生们开展了 200多个家庭实验，发明了“感应警示

护眼灯”、“小朋友的牙刷”、“防走失的帽子”等创新作品，申请国家专利

90项，涌现出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杨浦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小能手”。

学校被评为杨浦区科技特色学校、杨浦区优秀三星级学生科技社团。 

百个儿童家庭科技实验角“让每一个学生都拥有自己的探究小天地”，“让

每一个孩子亲历科学的过程”，孩子们在做做玩玩中丰富科学素养，在做做学学

时提炼生活体验，在做做问问中开始探究的旅程，在做做想想中亲历科学的过程，

并逐渐从玩玩乐乐到开始记录实验现象，儿童的精彩成长融合在探究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