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拔尖创新人才毕竟是少数，如何让更多

学生参与到科创教育中来，一直是张晓容思

考的问题。张晓容认为，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重在育人、育情、育思，所有学生都具有创新

潜质，每个学生都具有创新的理想，将科创

教育普适化、开展早期创新能力培养是科技

创新教育的方向。

早在 2004 年，张晓容就着手在学校成

立科技社团，吸引有创新潜能的学生在课外

自由的空间开放式地学习、讨论、研究。2006

年，为解决学生“发现问题难、缺乏创意”的

难题，她将创造技法融进研究性学习项目。

随后，她组建了科技创新试点班，创建了学

科拓展、工程技术、跨学科融合探究、主题科

研等实践活动课程，构建起“全员普及到个

性培育”的“3+1”进阶式融合课程结构，形成

了“学科+创造、操作+创造、学科+学科+创

造、学术+创新”的融合实践课程样态，探寻

科技创新能力层级提升路径。

如今，在华阳中学，研究性学习已经成

为了全校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学校的课

程安排中，每周一到周五会有一到两节研究

性学习课程，周六到周日，学生则可以自由

来学校操作实践，学校会安排专人指导。张

晓容介绍说，学生升入高一就得先进创新教

育实验室，选择一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

研究性学习。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打好基础

后，才会安排深入研究。

“上学期，高一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就选

了68个课题进行深度研究。”张晓容表示，还

有学生紧跟热门话题，进行《高中生社交恐惧

和网络成瘾调查》《国内偶像养成类节目中粉

丝群体的心理研究》等项目研究。“学生们有

兴趣，我们就要引导他们在体验中学习、在问

题中学习、在反思中学习、在成功的喜悦中学

习，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内驱力。”

同时，张晓容还为进行项目研究的学生

建立了成长数据库，随时追踪监测学生的动

态。从监测情况分析，进行项目研究的学生

的文化成绩并没有像有的家长想的那样一

落千丈，而是直线上升，促成了家长从以前

的反对到现在大力支持孩子参加项目研究

性学习的思想转变。

在张晓容的眼中，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

己的闪光点，尽可能培养学生对科创的兴

趣，发现他们的优势，帮他们找到自己适合

的位置，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职业理想，是

科创教育普适化的价值所在。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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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容指导学生开展科创项目研究。

走进阿坝州黑水县木苏村，只见青

砖黛瓦、绿树环绕，依河而建的村屋民

居，如大小明珠镶嵌在郁郁葱葱的猛河

两岸，恬静的乡村图景犹如画卷般展

开。

木苏村是猛河河畔的一个古村，位

于阿坝州黑水县东南部，合计 293 户

1097人，是全镇第一大村。驻村帮扶的

两年时间里，作为一名来自四川商务职

业学院的普通教师，我用执著的信念和

辛勤的汗水，努力践行着一名驻村干部

的职责使命，书写着乡村振兴的一页篇

章。

黑水县平均海拔2500多米，高寒缺

氧失眠、紫外线强光照射、完全陌生的

环境、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对家人

的无尽思念，这一切对我和驻村战友们

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与挑战。面对这

些困难，我毫不畏惧，我知道黑水的村

民十分需要我，我必须舍小家顾大家，

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每每想到自己

从事的事业，我的心中不禁充满了豪迈

之情，决心通过努力来诠释驻村帮扶和

乡村振兴的真正含义。

我从事教学工作已有10年时间，但

在驻村帮扶工作方面，仍然是一张白

纸。在我心中，一直有个梦，就是让志愿

服务走进广大村民的心中，引导更多的

村民加入志愿者服务队。为了实现这个

梦，我带领驻村工作队，通过召开木苏

村工作会和党支部座谈会，广泛听取意

见，全面了解村情，制订了志愿者服务

队筹备工作计划。我和驻村工作队员坚

持不懈地入村入户，走访调研、积极动

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2月，

木苏村党支部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队长由村支部书记担任，队员人数15

人。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带领木苏村驻

村工作队和村五职干部，一起对全村25

户脱贫户合计78人进行全覆盖走访，对

贫困户的家庭情况、生活困难进行全面

摸底。在一次罗窝组的走访入户过程

中，我不慎从4米高的陡坡上滑落下来，

导致腿部受伤。休息了半天之后，第二

天，我再次踏上了走访入户的路上。针

对帮扶资料不规范的情况，我根据省、

州、县相关政策要求，组织村两委干部

和各组组长进行培训，逐项逐栏讲解填

法，认真填写25户脱贫户的帮扶手册、

核算收入台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帮扶资料得以全面规范。在交叉督查验

收过程中，检查组对木苏村脱贫户的帮

扶资料给予了充分肯定。

木苏村的罗窝组和俄窝组是黑水

县地质灾害隐患带，目前还有十余户留

守村民，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人员。通

过实地调研，我充分了解了实际情况。

经过多次努力协调，我向四川省商务厅

争取了4万元帮扶资金，在罗窝组活动

广场修建了6间避险安置板房，彻底解

决了雨季村民的避险安置问题。对于部

分脱贫户，经初步鉴定，房屋为C级危

房，需要整修。在县住建局的关心和帮

助下，俄窝组拉拉古和牙日古、罗窝组

阿扎木的房子都进行了修整，并在未来

能够获得一定的补贴资金。

村干部开玩笑地说：“曹书记，你真

的有韧劲，我们想想都觉得困难，但是

你总能找到解决办法。”其实，在我心目

中，驻村干部只有把群众当亲人，把“村

民需求”作为“价值追求”，做到心中有

民和服务为民，才能做好村民的办事服

务，进而提高广大村民的生活质量。

在驻村帮扶的两年时间里，我时刻

以一名党员教师的高标准、高觉悟来严

格要求自己，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将一

片赤诚之心尽献木苏，不断努力夯实基

层党建，不断努力推进产业发展，不断

努力提升治理水平，不断努力为民办事

服务，在此过程中，我也收获了组织的

肯定和认可，荣获黑水县2022年度驻村

之星。

两年的驻村帮扶时间很快就要过

去了，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深入

学习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措

施，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水

平，结合木苏村情实际为木苏村建言献

策，为木苏村的乡村振兴工作作出自己

的最大贡献，不辜负党和群众的热切期

盼。

张晓容

做科创教育的“播种人”

■ 曹翔

我在猛河河畔
驻村帮扶的日子

7月酷暑，烈日炎炎，四川天府新区华阳中学科技创新教育中心办公室内，张晓容的电话响个不停。“一个是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终评，一个是全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终评，我们有3个学生项目入围了，8月份要去参加决赛。”张晓容正忙着安排

带队老师，一个家长的咨询电话又打了进来。即使在暑假期间，张晓容依然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57岁的张晓容是华阳中学的科创教育负责老师、全国优秀科技教师。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她的工作时间被师生

们称为“5+2、白+黑”。2014年以来，她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科技创新比赛，获国际奖5项、国家奖40余项，42人入选国家英

才计划培养，14名学生通过国家遴选公派参加国际青少年科技竞赛。

今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系统部署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举措。“我希望科学教育能成为学生学习能力提升和创新思维发展的催化剂。”张晓容表示，

为学生种下科学精神的种子，让他们懂得用科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她愿做这个“播种人”。

张晓容的办公室不只是她办公的地方，

也是学生开启头脑风暴的场所，更是学生寻

找理想、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的地方。课余时

间、节假日，她陪伴在做课题研究的学生身

边，给学生联系课题研究校外导师、带领学

生到科研院校做实验、训练学生模拟比赛答

辩……虽然忙碌，但她乐在其中，并探索出

不少科创教育的教学经验。

在科创教学过程中，张晓容注重引导学

生把“问题”变成“课题”，助推学生去认真观

察、分析、思考并实践。

学生席浩洲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喜欢拍

闪电，但闪电拍摄危险且不容易捕捉到，张

晓容便引导他就此问题进行研究性学习。在

张晓容的指导下，席浩洲学习了闪电的相关

知识、拍摄闪电的最新技术、嵌入式开发技

能。专业知识的拓宽，很快让席浩洲找到了

研究方向。研究过程中，张晓容努力对接专

家资源对席浩洲进行业务指导。一年后，席

浩洲的发明《相机可拓展快门线及配套功能

模块》诞生了，这种新型的可拓展快门线，可

自由接插各种功能模块，解决了雷电和野外

野生动物拍摄困难的问题。该发明获得全国

创新大赛一等奖，通过国际大赛的遴选参加

全球最高科技赛事“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ISEF）”。

“学生们常常有很多问题，但并不是每

一个问题都值得研究。”张晓容告诉记者，老

师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去辨别有价值的问

题，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可行性，把泛化的

问题聚焦，才能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变成现

实。“老师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个

领域都懂。我们只能为学生搭建‘脚手架’，

给学生提供实践的平台，给他们找资源，帮

助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学习到解决问题的

知识、技能和方法。”

在张晓容看来，科技创新教育就是让学

生在体验中发现问题，努力克服困难解决问

题，将兴趣转变为乐趣，最后内化为学生的

志趣，从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构建培养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

“3+1”融合进阶实践活动课程，研发《实践与

创新——中小学STEM教程》，探寻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的成长路径，探索出创造性学习串

珠模型、六步教学法、多主体协同赋能等科技

教育策略……丰硕成果的背后，张晓容表示，

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

为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从2008年

开始，张晓容参加了多次市级以上示范课和辅

导课，示范和推广科技创新拔尖后备人才培养

的教改模式。2017—2019年，张晓容陆续成立

了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三级名师工作室，

带领名师工作室几十名成员，以教育科研引

领、创新实践课程促进、个性化辅导提升，聚焦

中小学科技创新潜质人才选拔及培养的路径

和策略研究，打造科技创新教育的名师基地，

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辐射作用，推动全川及

全国西南地区科技创新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从2008年开始，张晓容就行走

在马边和沐川的路上。这两个县的所有科技

教师都是她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出来的。当山

里的孩子拿到一张张奖状的时候，当山区的

老师被评为优秀辅导员的时候，张晓容显得

比他们还高兴。沐川县教师胡道静从一个科

创教育的“门外汉”，走到了乐山市优秀科技

教师的领奖台上，她说：“没有张老师的长期

耐心义务辅导，就没有她的今天。”

如今，张晓容及工作室团队的足迹踏遍

四川省大部分地方，她研发的科技教育课程

和积累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经验正在向

周边区县辐射。

扎根教育36年，张晓容的心愿是让科技教

育“遍地开花”。如何才能“遍地开花”，张晓容表

示，科创教育还需进一步打通科创后备人才涌

现的道路，在基础教育课程中加强科技创新思

维的培养。学校教育也需要与社会资源有机衔

接，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新路径，让科创教育成

为启迪青少年成长的“充电站”和“磁力场”。

为学生搭建“脚手架” 引导学生把“问题”变“课题”

研究性学习成为必修课 推动科创教育普适化发展

发挥名师工作室辐射作用 让科技教育“遍地开花”

搬新家后，需要安装宽带，移动公

司送给我一个摄像头，问要室外的，还

是室内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室内的。

安装师傅忙碌了许久，接过我的手

机捣腾了一番，然后告诉我，安装好了。

我一看，摄像头放在客厅，手机上能清

晰地看到客厅的图像。

我低声问师傅：“可以将摄像头移

到卧室吗？”师傅惊讶地问：“为什么要

安卧室啊？”我朝经过客厅的儿子努努

嘴，将说话音量调到最低，说：“我们白

天上班，怕儿子躲在卧室玩手机。”师傅

低声对我说，孩子都这么大了，要给他

一点隐私，不建议安在卧室。

我一听，师傅说得有道理。于是，摄

像头最终摆在客厅的柜台上，24小时不

眠不休睁着明亮有神的大眼睛，对着整

个客厅。

师傅走后，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安

装摄像头？”我说是移动公司送的，儿子

“哦”了一声，没再言语。

第二天上班，我看到手机上弹出来

摄像头的几条提示信息，好奇地点开，

结果什么也看不到，画面空白。昨天，明

明师傅调得好好的，才一天的时间，这

摄像头就出故障了？

下班回家，我无意中朝摄像头的位

置看了一眼，才知道画面空白的原因

——镜头来了一个180°的转弯，正对

着柜子呢。

我移动镜头，让它对着客厅，履行

职责。

第三天，手机上又弹出摄像头的几

条提示信息，我点进去看，只能听到声

音，画面是客厅的一个角落。我就纳闷

了，这摄像头莫非会自行移动？

下班回家，我将摄像头归位后顺便

看了一下镜头正对的位置，原来儿子卧

室的门正对客厅，恰好在摄像头的“监

控”之下。也就是说儿子每一次进出他

的卧室，我远程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儿

子不愿意有一双眼睛随时盯着他，这才

是摄像头“自行移动”的原因。

想起去年给老家独自居住的婆婆

安装摄像头时，儿子颇有微词，问我们：

是否经过婆婆的同意？是否违法？

但婆婆和儿子对摄像头的态度全

然不同，婆婆对百里之外的我们能随时

看到她充满好奇和兴奋，每次通话都会

问：“能看到我吗？画面清晰吗？”

孩子对父母爱的需求和年迈父母

对子女爱的需求截然不同。成长中的儿

子具有很强的隐私意识。他需要爱，但

不是“监控”下失去隐私的爱。哪怕那只

电子眼偶尔扫到他的身影也让他不舒

服。

我决定摘下客厅那个免费的摄像

头，移去那份不恰当的爱，还儿子更加

充足的空间，给他足够的尊重，以及他

想要的爱。

给
爱
留
些
空
间■

张
绍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