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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格评价法”和创新协会 

——中学生创造人格培养实践探索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科技教育是我校的六大特色之一，创新协会则是我校科技特色的重要部分。

我校创新协会的特色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开展活动的学生社团，其在开展活动的

过程中是由活动创新课程为指导，运用自创的“创造人格评价法”结合学生创新

思维四个阶段发展的规律设计、实施课程，结合学生身边实际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开展以项目为导向、结合开放式、体验式、互动式学习的教育教学，组织学生以

行动奉献社会，以行动培养创造人格、创新能力。 

一、创造人格评价法 

我校在研究型、探究型课程中自创“创造人格评价法”用以在师生共同参与

探究型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引领、诊断、激励学生逐步建构创造人格，同时科技

创新过程中渗透德育，以此为突破口，向终生成功、健全人格发展。 

我校创新课程创造人格四阶段建构进度表如下所示、我校科技活动根据四阶

段创新思维产生与发展规律为学生创设条件并制定评价机制。 

创新课程创造人格四阶段建构进度表 
 

 

二、创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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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动手动脑”的教育理念，以校本特色课程——环境科技创新课程的拓展型、研

究型课程为平台，密切结合校创新协会以课程支撑的课外活动。创新协会的培养

机制如图所示。 

根据学生的感兴趣程度创新协会开展普及型、兴趣型、课题探究型三个层次

的活动。创新协会与校本课程相结合在活动过程中实施放式、体验式、互动式学

习方式。 

创新协会的培养机制 
 

三个层次的活动分别为：（1）普及型活动包括开展各类讲座、展板展示，这

些活动主要是向学生普及科学知识。（2）兴趣型活动包括小科技比赛、OM 等，

这些活动是面向对科技创新感兴趣但没有意愿进一步参与提高型活动的学生。

（3）课题探究活动与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结合，以各个探究型课题组形式活动，

同时参加校本特色课程的体验式学习。 

开放式、体验式、互动式学习方式则分别为：（1）开放式学习：组织参加市

科学总社、南模科学分社、区创新基地的培训课程；结合学用科学方法组织文献

调查、实地调查等；在参赛、观摩中启发灵感。（2）体验式学习：利用专家指导

团中多个科研院所、多个高校的实验室设备，利用区光启创新基地的多种类项目

的加工、实验设备；利用 14 年来环境生态项目的多个试验现场，把项目实际应

用的现场作为实验基地。（3）互动式学习：协会会组织样板组的学长在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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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说法，在不同的阶段，找出样板开展学生之间的交流，启发创新思维，培养

迁移力；例如在暑假请获得国际大奖的学长回校作报告、在创新思维酝酿期时请

学生讲如何作实地调查，在明朗期请样板组介绍如何写出自己的《开题报告》…… 

    创新协会要求参加的同学确立两个目标：创造人格建构目标和课题目标。协

会的活动在培养创造人格的同时关注德育，把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创造人格教育、

有效德育与中华文化精髓中优秀品质培养结合起来，在实现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培

养环保意识、责任意识从而使学生健全人格。 

创新协会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创新后备人才并取得了一些科创成果：全国中学

生水科技发明赛暨斯德哥尔摩国际水奖中国地区选拔赛近十年中九年荣获华东

地区最高奖，三次代表中国队参加该国际比赛；近 7 年来学生申报工艺、设备、

设施三个系列国家发明专利 88 项，实用新型以上 149 项，其中绝大多数是环保

类的，多数应用于社会，水科技发明专利 72 项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