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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科技创新“预备队” 我们还需做点儿啥
汽车压过减速带，人踩踏产生的

压力，能不能用来发电？借助深度学
习和可穿戴系统，能不能让书法爱好
者运笔如飞？这些奇思妙想，来自第
3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的
中小学生们。为期5天的大赛于8月
25日落下帷幕，800余名中小学生在
武汉同台竞技。面对这些国家科技
创新的“预备队”，怎么测定他们的创
造力？对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还存
在哪些问题？记者赶赴这个全国规
模最大的青少年科技创新赛场“蹲
点”，一窥究竟。

提问题、找方法、能动手是关键

“怎么想到做这个呀？”“什么是
wifi啊？”“你自己做的是哪部分呀？”

“花了多少时间？”在第一天的答辩环
节，每组的4~5位评委要分别与组内
的30个学生自由问辩。记者跟着一
位评委走过8个展台，发现这些随意
的对话里，藏着玄机。

“不只是选拔最好的作品，更希
望学生们能在准备参赛的过程中，培
养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锻炼他们提
问题、分析问题、找解决方法和能动
手实践的能力。”大赛科学道德与伦
理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岳良介绍。

正因为如此，评委们需要在答辩
过程中，运用智慧，仔细地分辨学生
对项目熟悉到什么程度，是否理解了
相关的知识点，是否自主提出了想
法，参与度有多少等，再依据这些综
合打分。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学生专业
建议，引导他们进一步延伸思考——

“做得不错，建议增加语音操作系统，
方便老年人使用”“还可以继续优化，
利用人行走产生的能量充电”“建议
增加前期的社会调查研究，看看市场
需求怎么样”……

在此基础上，“今年还增加了‘创

新素养和综合素质考察’环节。这个
环节专门考查学生的反应能力和思
考能力，引导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这是创新的必备条件。”吴岳良
说。

呵护好奇心激发多元创造

“请等一等！”在赛场，记者突然
被一个小姑娘拽住。“能给您讲讲我
们发明的给螺蛳剪尾的装置吗？”这
位勇敢的小姑娘叫杨晗羽，来自广西
柳州第八中学，她与队友黄祉凯、袁
张峻熙带来参赛的是家用切割螺蛳
壳的小发明，运用了3D打印、电动机
等技术。杨晗羽一边演示一边说，灵
感源自她发现“妈妈有时给螺蛳去壳
会弄伤手指，想发明一种工具帮助
她！”

记者在赛场看到，很多学生的研
究课题都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为老人设计的智慧药盒，解决校内自
行车停车难研发的双层停车架，为校
园荷塘处理浮萍、恢复生态提出的解
决方案等。

“高精尖并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
尺，找到能够在生活和学习中自主观
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好苗
子，才是我们更看重的。”一位评委
说。

记者还发现，选手们的参赛项目
五花八门，涵盖各个学科——上海市
第二中学的任思渔带来的书法运笔
引导系统，涉及计算机视觉和力反馈
的知识；深圳市翠园中学陈冠维、曾
恺然、李金榜团队带来的智能化假肢
接受腔，涉及智能温度控制和人体生
理学原理等。

这也是这项大赛的亮点——几
乎覆盖所有学科，而且不给固定题
目、不限定时间。“重在提供一个包容
交叉的平台，通过生活实际、兴趣爱
好牵引，更能激发创造性和热情。”一
位评委说，“总之，就是不设限制，想

尽办法呵护孩子们的好奇心，鼓励他
们尽情发挥想象力，激发多元创造。”

需多方共同培育创新沃土

“父亲说，他对青年人特别有感
情，总是抱着特别的希望。”大赛期
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院士
之女黄峻，向参赛师生讲述了父亲隐
姓埋名30年、投身祖国核潜艇研制

“赫赫而无名”的一生，同时也转达了
黄旭华院士对青少年的关心、关爱和
寄望，“请抓住机遇、打好基础、加倍
珍惜好时光，不负韶华。希望同学
们为报效祖国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关心关爱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
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也是中国
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
作为主办方的愿景。据介绍，本次
大赛共邀请了近150位来自全国知
名高校院所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担任
评委，力争给更多孩子提供获得指
导的机遇。

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创造力的
竞争，而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更需
要多方共同培育创新沃土。

记者观察到，从地区分布来看，
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的参赛选手数
量较多，相对落后地区则数量较少。

“的确是这样。”一位多年参与大赛的
评委表示也有同感，“希望能对相对
落后地区给予一些激励政策，激发他
们输送选手的动力，也希望社会各界
能更积极主动重视对青少年科技创
新能力的培养。得让更多孩子跟得
上创新的脚步！”

“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互相激励，
能巩固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调动起
他们的积极性和远大志向，为他们未
来成长成才、投身科学研究事业打好
基础。”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院士呼
吁，“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一定
要从娃娃抓起。” （光明日报）

精准把握城乡差异，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力求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全面保障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以适应教育强国建
设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需要。

我国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以往的一些政策文件都
对此有所论述，可以说《意见》在总体
目标上与相关政策文件是一脉相承
的，但《意见》又更进一步，在具体要求
上与时俱进。比如鉴于劳动教育、思
想政治教育等有待强化和部分地区
（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音体美等学科
教师紧缺的现状，《意见》有针对性地
提出“依据国家课程方案配齐配足教
师，特别是加强思政课、体育、美育、劳
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特殊教育教
师配备”。再比如根据新时代按照增
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
共同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的要求，《意
见》有针对性地提出“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纳入学校育人全过
程，筑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
想基础”。

不仅如此，《意见》在内容表述上

也更为全面。比如，在对城乡整体发
展的论述中，以往相关教育政策往往
重“乡”不重“城”，《意见》则在强调“优
先发展乡村教育”的同时，提出“制定
城镇义务教育学位配置标准，市、县合
理规划并保障足够建设用地”。可见，

《意见》较好地兼顾了城乡教育的发展
需求。除此之外，《意见》对教育需求
的城乡差异也有着精准的把握。

具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城镇化
进程不断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
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从 1.43 亿人增
长到2.49亿人。根据《中国教育统计
年鉴》（2011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
计算可知，2011年至2020年，义务教
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
生数从 1261 万人增长到 1430 万人。
在此背景下，《意见》提出“加快城镇
学校扩容增位”“办好必要的乡村小
规模学校”便顺理成章。

具体而言，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常
住人口逐渐减少。一方面，部分农村地
区的人口和学生流失严重。在这些地
区，如果继续办乡村小规模学校，则会
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在
一些生存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仍然

会有一定数量的适龄学生。在这些地
区，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就很有必要。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办
好乡村小规模学校也有其必要性。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中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
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
但在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情下，
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
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
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也
正是因为此，《意见》还有针对性地提
出“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健
全城乡学校帮扶激励机制，确保乡村
学校都有城镇学校对口帮扶”。

《意见》实施的成效重在各地因
地制宜、积极主动地人人落实。比
如《意见》提出“以推进师资配置均
衡化为重点，推动优秀校长和骨干
教师向乡村学校、办学条件薄弱学
校流动”，这一点如何有效实施，还
需考虑一些城镇学校面临的学生数
量不断增加、教师资源日益紧张的
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城乡学龄人口
空间格局的变化，因地制宜。

（光明日报）

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

为政之先务。”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
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德政工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
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
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
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
的教育环境和生态。”

教育是一门科学，兴教办学、人才成
长有客观规律。只有在全社会树立科学
的教育观，才能引领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要求“健全立德
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针对教育培训乱象等问题，指出

“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
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
察时，强调“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
知识智力、身体和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
培养缺一不可”……围绕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教育理
念上正本清源，引领教育回归“立德树
人”的初心，推动全社会为青少年成长成
才营造良好教育环境。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只有德“立”住了，人才能“树”起
来。这个德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
德，更有报效祖国和服务人民的大德。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要用科学理
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用主流价
值涵育人，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引导他们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新时代追梦
征程，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办教育，必须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如何“树人”，自古以来都备受重
视。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欲
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再到“要
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这些话
虽侧重点不同，但都道出了同一个道理：
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都是经过多年
总结摸索才得出来的。素质教育是教育
的核心，坚定教育自信，弘扬我国优秀教
育传统，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德
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就能不
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们的知识、
才能、身体、精神、个性等都得到全面而
丰富的发展。

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树立科
学的教育观，就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
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使教育的选
择更多样、成长的道路更宽广。从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引导确立科学的育
人目标；到各级各类学校树立正确办学
理念，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努
力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再
到家庭发挥好第一课堂作用，培养孩子
的健康心态、优秀品格、实践能力……全
社会都牢固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坚决克
服教育中的短视行为、功利化倾向，才能
让孩子在家庭、校园、社会共同营造的良
好氛围中健康快乐成长。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
学。”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
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
发凸显。今天，奋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教育，更加
重视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以科学的理念
为引导，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质量，大
力促进教育公平，我们一定能培养出更
多更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
要的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
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