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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幻大会是备受“幻迷”瞩

目、历史悠久、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

科幻文化主题活动。

10 月 18-22 日，第 81 届世界科

幻大会在位于成都市郫都区菁蓉湖

畔的成都科幻馆开幕，成都因此成

为亚洲第二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

城市。5天时间，来自全球各地的“幻

迷”在这座状如飞船一般的建筑内，

拥抱科幻的“共生纪元”，以想象力

遇见未来。

被誉为“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

奖”的雨果奖17个奖项和惊奇奖、北

极星奖在大会上揭晓，中国科幻作

家海漄的小说《时空画师》获“最佳

短中篇小说”；科幻艺术家赵恩哲获

“最佳职业艺术家”；《零重力报》获

“最佳粉丝杂志”奖。

创始于1991年的中国（成都）国

际科幻大会今年与世界科幻大会同

期举行，中国科幻“银河奖”揭晓。在

此次会上，四川省青少年想象力教

育工程成果的颁布颇受关注。阿来、

刘慈欣、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

耶受聘为“想象力教育工程名誉宣

传大使”；“科幻画类”“创意策划

类+专项创作类”“科幻文学类”三

类最佳作品发布；多场科幻专题会

议和沙龙，围绕“科幻与未来科学”

“科幻与未来城市”等主题，“大咖”

进行演讲，并和青少年对话，探讨了

教育、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未来

思考。

四川省青少年想象力教育工程

在这一国际盛会上的“亮相”，使“科

幻+教育”受到科幻界、教育界以及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活动缘起
征集科幻作品，点燃想象火花
统一穿着印着可爱熊猫的T恤、

拿着设计精美的参会纪念品和深受

“幻迷”喜爱的《科幻世界》杂志，来

自成都、达州等市（州）的200多名青

少年，与来自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

科幻作家、学者相聚一堂。孩子们争

相与作家们交流，让作家们在笔记

本、衣服上签名留念。这些科幻“小

粉丝”们便是荣获“首届四川省青少

年科幻创作征集活动”最佳作品的

代表。

2022年6月，四川省科学技术协

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以成都获得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举办权的契机，

联合启动了“迎世界科幻大会，促想

象力提升——首届四川省青少年科

幻创作征集活动”。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省科协、

省作协向全省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的学生及40岁以下的广大青少年

征集到12979份科幻作品。经专家评

审委员会初审、复审、终审三轮评

选，共评选出“入选作品”4633 个、

“优秀作品”1765个、“最佳作品”220

个、“表现优秀的组织单位”13 个、

“四川省想象力教育工程基地”38

个、“表现优秀的指导教师”181名。

会上，与会嘉宾通过视频了解

了“四川省青少年想象力教育工程”

项目的实施情况。很多科幻界“大

咖”走近青少年——《科幻世界》杂

志社前社长兼总编阿来、中国科幻

小说作家刘慈欣、加拿大科幻作家

罗伯特·索耶受邀担任“想象力教育

工程名誉宣传大使”。阿来与《流浪

地球》系列电影导演郭帆共同发布

“科幻画类”最佳作品名单；中国科

学院院士崔鹏、作家刘慈欣发布“科

幻文学类”最佳作品名单；罗伯特·
索耶，腾讯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

司晓发布“创意策划类和专项创作

类”最佳作品名单。大会现场还发布

了征集成果新书——《点燃想象火

花：首届四川省青少年科幻创作征

集活动优秀作品精选集》。

科幻作品
让未来照进现实，给想象插上翅膀

“又到了救荒野豌豆生长的季

节，哦，不是，在热辐射培养室里，一

年四季都是生长的季节。古代称其

为薇草。全草可以药用，而我把它别

在胸前。”“也许谁也不会记得，我这

个叫 8114514 的小兵。谁也不会忘

记这数以万计的复制人的生命。但

是时间是能抹去一切伤痛的。”这是

一篇题为《采薇》的小说，作者是成

都高新区芳草小学的宋奕衡同学。

他以未来一名“复制人士兵”的口

吻，以《诗经》中《采薇》的意境描述

了未来世界的战争，以及对和平的

渴望。

这些获得最佳作品的文字中闪

烁着奇妙的想象力火花。“公元二二

一二年，上海，‘人类时间计划’基

地。彼时的我初出茅庐，在‘历史与

未来’研究领域中小有建树，与同一

时期的5位年轻科学家被同领域的

前辈们称为‘最具希望的新锐之辈

’。历史与未来，顾名思义，是以研究

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为主要目的，通

过高新技术回到过去或飞跃未来，

揭开从宇宙洪荒到人类繁衍再到繁

荣昌盛的奥秘，激发和启迪对人性

与未来的思考。我本人也正因带领

071号研究分队夜以继日研发出2.0

版可行性时光穿梭机而在科学界崭

露头角……”这段话来自宜宾市江

安县川师实外八（8）班李钰婷的小

说《霓衣悠悠，从此水袖不休》。

科幻是什么？科幻又能带来什

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专家认

为，科幻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特殊想

象，它不是想入非非的“空想”，而是

在已有经验和材料的基础上，以科

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据，通过人的大

脑表现出来的一种预见能力。有大

量科学发展证明，科幻是创新的源

泉之一，它能够激发发明创造。科学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创新能

力，而创新能力同样离不开人们的

科学幻想能力。另外，大量科幻作家

的成长大多源于青少年时期对于未

知和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展望，而科

幻文学也是开启很多科学家成长之

门的那一把钥匙。

想象力教育
科幻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今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

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通过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全

面落地。《意见》旨在适应科技发展

和产业变革需要，从课程教材、实验

教学、师资培养、实践活动、条件保

障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充分整合

校内外资源，推进学校主阵地与社

会大课堂有机衔接，为中小学生提

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全面提高

学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

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

年群体。

想象力教育是科技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科幻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将有效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

探求欲，引导学生自觉获取科学知

识、培养科学精神、增强科技自信、

厚植家国情怀，播种科学的种子，引

导孩子们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

如何让青少年群体的想象力能

真正跟得上科技发展，并在一定程

度上助力科技创新，回应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大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举办

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创新开

展四川省青少年科幻创作征集活动

等都只是提高青少年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一种尝试，要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还需要各地科协、学校联手，广

大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和办

学特色中积极实践，进行更深、更广

的探索。

此次会议举行了京渝川科协

“协同开展青少年想象力教育工程”

签约仪式。未来，三地科协将开展一

系列青少年想象力教育活动，激发

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凝

心聚力，共同培育一大批具备科学

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

青少年群体。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科协将提

档升级想象力教育工程，整合全省

乃至全国优质科普科幻资源，组建

想象力教育工程专家团和名师团，

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精神、陶冶文

学情操，激发想象力和创新力，用创

意畅想“四川未来故事”。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2022

版）》）明确了数学课程核心素养，也

就是“三会”，让学生会用数学的眼

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

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

达现实世界。2035年，我国要总体实

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

注人才的创新能力。因此，青少年创

新力和想象力培养迫在眉睫，笔者

以初中数学想象力教育问题提出了

解决策略。

一、初中生想象力教育问题
初中生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他们接触的知识

更宽广，但整体不够深入，学生间协

作能力不强，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

能力，初中生整体倾向于“纸上谈

兵”，动手实践能力不足。

现状一：题海战现象，学生低效

碎片化学习。我们通过调研，发现

不少教师凭经验教学，照本宣科现

象严重，甚至直接告诉学生结论（定

理）是什么，忽略知识的探究、生成、

体验过程，忽视了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的培养。教师“蜻蜓点水”地教，学

生的学习呈现割裂化、碎片化、机械

化、记忆化的倾向。缺乏深度思考的

浅层学习，很难建立知识间的关联。

一些实验课教师在黑板上“讲实验”

结论，学生反复训练、忙于应试，没

有时间去实践和探索。

现状二：分数本位，教学知识本

位。现实中，考试考什么，教师就讲

什么，过于关注分数，缺乏对育人整

体的把握。除了解题，教师很少引导

学生分析问题。学生在学习上，单纯

比拼解题熟练程度，不在意反思、关

联和迁移。学生很少思考知识的产

生和形成，只是识记专家结论，仅限

于“知道”。当学习内容加入真实情

境时，导致对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学

生问题解决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现状三：学科融合流于表面，作

业形式单一。通过调研，学科融合

课堂更多地呈现出来的只是不同学

科知识的随意堆砌、简单拼凑和“暴

力”叠加。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的时

间、支持力度不够，无法面对复杂的

问题，导致对融合学习的兴趣降低。

二、创新力和想象力培养的策
略

1.“问题”贯穿始终，抛弃“权威

意识”。教师应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多问为什么，问题引领单元教学，不

再是反复演练、博闻强记，还要让学

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问题导向

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有条理思考问

题、分解问题，发展学生的推理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掌握数学知

识的同时还需要积累数学活动经

验，使他们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

思维能力得到发展。有老师认为，有

的学生基础差，不敢放手去探索，怕

耗时太多。教师往往自己把最精彩

的内容讲了，在课堂上树立了“知识

权威”。如何解决该不该放手、何时

放手、该如何放手，放手后怎么收回

的问题，教师应该尽可能地抛弃“权

威意识”，把课堂还给学生。

2.注重课堂生成，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不管课堂教学的形式和教学

的方式如何，关键是教师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关注课堂生成、发展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并不具有独

立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应用，即解

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只有当知识被

用来解决问题时，其对学生内在的

思维训练功能才能得以体现。学生

潜能的发挥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我

们所看到的只是冰山尖端，而大量

的潜能深藏在其背后。学生体验到

只要自己尽力地去做，无论什么事

情都能办到，激发他们探索和创新

的精神。教师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思考，给学生充分展示和交流的时

间，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真

正把学生当成课堂的主人。

在学习全等三角形内容时，我

证明和演示了“边边边”“边角边”

“角角边”“角边角”，借助课本阅读

内容，让学生思考“边边角”能证明

两个三角形全等吗？大部分同学很

坚信课本的结论，知道“边边角”不

能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而班上一

个善于思考的同学拿来一张A4纸，

上面有他对这个内容的详细演算。

在我的指导下，他一步步梳理出自

己的思路，形成了一篇小论文，参加

成都市36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

一等奖。自此，该同学受到极大的鼓

舞，如痴如醉学习数学，甚至自学了

高中的部分内容，当他学习完高中

的三角函数以后，他用高中的余弦

定理把“边边角”又证明了一回。这

一次的文章行文水平又高了不少，

他的进步特别让人欣慰。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动手

实践。教师要站在一定高度，将“碎

片化”学习资源关联起来；学生加以

整理，将“零散”的知识复原到原有

的知识体系，认识到知识的完整性、

系统性，从而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

教师要时刻牢记，教学时每个知识

点和知识板块之间有联系，从而建

立有结构、有潜能开发的学习。用好

课本例子，深入挖掘教材，设置挑战

性问题，激发学生内驱力，引领学生

主动思考。学生要学会体悟、反思、

归纳和提炼，透过现象看到事物深

层的联系。“数学活动”让学生的主

体地位有了增强，让学生的学习在

课堂上自主建构和生长。

在学习了近似分割求不规则图

形的面积时，班上有两位学生对计算

鸡蛋的表面积很有兴趣，经过我耐心

指导，学生多次修改，得到了很好的

成果，并形成了一篇科创小论文。

让学生课堂学习真正发生，让

学生经历问题产生、概念形成、问题

解决和数学知识演变的过程，从而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生成教育智慧。

教师要不断地反思，在解题过程中，

教师需要思考自己遇到了哪些障

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困

惑。同样，教师需要反思自己的教学

方法，思考如何使学生更容易接受

讲解，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提高学习

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有效提升学生

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兴趣培养中，形

成核心素养。

在新的教育背景下，生活写作扮演着培

养学生综合素养和创造性思维的重要角色。

以下通过课堂和课外生活写作的两个层面，

从培养学生跳出常规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

和多元视角出发，提出笔者自己的实践。

一、生活写作的课堂实践
1.细微观察，绚丽描写。生活写作课堂

中的第一个实操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细心观察

的能力，从而让他们能够将日常生活中的琐

碎细节转化为生动、绚丽的文字描写。平时的

教学当中，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的某一件细微

的事物，如春天校园里的树枝发芽、夏天种植

园里一朵盛开的花、秋天操场旁飘落的树叶、

冬天光秃秃的褐色枝丫，这样的观察从学生

一年级入校就开始，从而有体系、循序渐进地

激发他们对细节的敏感性。

2.情感共鸣，文学创作。在生活写作课

堂中，教师鼓励学生将个人情感与生活经历

融入创作之中。通过不同的主题课堂，如家

庭、友情、成长等，教师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

感受、情感和经历，从而激发情感共鸣。这种

情感共鸣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加投入创作，还

能够培养他们的情感表达能力，让作品更具

感染力和生命力。

3.创意激荡，思维飞扬。创意写作是培

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环节。在

平时的课堂中，教师以多种创意写作的引导

方法，如设问法、联想法、情景模拟法等，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如：《雷雨》中，小蜘蛛在不同

的天气中有不同的状态。引导学生体会小蜘

蛛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进行合理的想象。

《蜘蛛开店》一文中，文章写到最后，“蜘蛛吓

得匆忙跑回网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展开想象，续编故事。这种创意写作的引导方

法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边界，还能够培

养他们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

4.剖析经典，互动分享。在低段，一年级

进行优秀日记的分享，二年级进行优秀写话

的分享。在这个环节中，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作

作品，与同学们互相交流思想和灵感。教师引

导学生注意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和特点，启

发他们扩展想象和思考。同时，互动分享与反

馈也能够让学生学会倾听和尊重他人的意

见，培养他们的合作与交流能力。

二、生活写作的课外实践
1.特色作业设计。课外作业作为生活写

作的延伸，教师设计一系列特色作业，以丰富

多彩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创作。

一是绘制语文园地“识字加油站”小报：

低段学生需要重点学习生字以及学习通过各

种途径去记忆和认识生字。并根据课堂所学

的汉字、词语及方法，结合语文园地“识字加

油站”的各类型生字，进行识字小报创作，如：

一年级认识食品包装袋上的字；二年级认识

职业中的字等。学生结合生活实例，通过仔细

观察生活中的各方面，运用想象力，以有趣的

方式呈现词语的识字、拼音和用法。这项任务

同样是一种生活写作，在巩固课本知识的同

时，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继而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是日记画：学生通过绘画和写作的方

式，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

想。教师不限定主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主题，学生感兴趣，则会更加投入情感地进

行描述和表达。

三是儿歌仿写：学生根据课文中的儿歌

排版，使用生活当中的各种事物来进行续写、

创新和改编，用自己的词句来重新演绎。

这些特色作业旨在将学生的兴趣和创造

力融入生活写作中，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促进

他们在想象力发展、思维转换和多维表达等

方面的综合发展。

2.学生周记培养情感表达和思维习惯。

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周记，记录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感，教师引导他们逐渐养成观察、思

考、表达的习惯。学生在写周记的过程中，既

可以深化对生活的体验，又可以培养自己的

表达能力，从而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情感表

达的能力。

3.课外拓展活动引发学生想象力的多维

发展。例如，在成都大运会背景下，学生们参

与了“我为大运助力”活动，以组为单位创作

了精彩小报，展现了他们的团队协作和创意

表达能力。春天来临之际，班级开展了“拥抱

春天，播种希望”劳动种植活动，学生们与老

师一起种植、耕耘、观察、记录，激发了他们对

自然和生命的想象力。

家庭参与的课外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家校

合作，也对学生的想象力培养起到了积极的

支持作用。例如，举办家庭亲子插花活动，融

入社会实践元素的拓展活动，如参观博物馆、

志愿服务活动等，唤起学生对社会的好奇心

与探求欲，引发他们深入思考和创意激发。

这一系列举措紧密相连，通过引导学生

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描绘生活，继而发展学

生全面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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