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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设备
构建科教“硬核”基地

走进万源市一小未来小学，三栋综合教学
楼与户外生物观察区形成了“室内科创+户外
探索”的立体化学习空间。

来到综合 1楼“科学与创新中心”，推开
玻璃门，宽敞明亮的“独立科学实验室”内，
实验台上整齐陈列着显微镜、试管架、烧杯
等基础实验器材；相邻的科学探究室内，配
备有光谱仪、离心机等高精度分析仪器，为
高年级学生提供了更安静的实验环境。最
受学生欢迎的当属充满未来科技氛围的创
客教室和 3D打印教室。在这里，学生们能
将自己的创意转化为实体作品。

在综合2楼的“机器人组装室”，齿轮组、
传感器、机械臂零件摆满长桌，学生们正专注
地组装调试着自己的机器人；隔壁“编程教
室”里，学生们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代码如流
水般滚动，通过编程控制机器人完成避障、抓
取等任务已成为日常课程。而在 3楼的“网
络计算机室”，学生们或学习Python编程，或
进行网页设计，安静的教室里充满数字化学
习氛围。

在校园一角的“户外生物种植观察区”
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学生手持记录本，蹲在
观察台前测量土壤湿度，这片绿意盎然的空
间，将书本上的生物知识转化为触手可及的
自然课堂。

分成递进
课程体系培养“未来科学家”

“学校经过多次调研讨论，最终确定了
科技课程设置。”该校相关负责人赖贞勇告
诉记者，确定以科学课和机器人课程为核心
的教育体系后，学校组织教师团队与科技教

育专家合作，编写适合不同年级的教材和教
案，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每节课都设
计了动手实验或编程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
学习。在教学方式上，创新采用了“项目式
学习”模式，让学生通过完成具体项目来掌
握知识。并引入“AI双师课堂”模式，以新颖
有趣的课堂形式，寓教于乐、融学于趣的课
程设计，把学习与玩乐完美结合在一起，让
学生们沉浸式学习知识，拓展认知视野。

经过精心打磨，该校构建起了三级进阶
课程体系，形成了“启蒙-筑基-突破”的进阶
路径：1至2年级以“趣味破冰”为主，孩子们
通过组装会眨眼的机器人模型、用柠檬发电
点亮LED灯等游戏化实验，点燃科学兴趣；3
至 4年级开启系统化学习，逐步引入基础科
学知识和机器人编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逻辑思维；5至6年级则进入实战阶段，学
生需：深入学习科学原理和高级机器人编程，
鼓励学生参与科技竞赛和项目实践。

“为了保证跟紧科技发展前沿，我们对
教师培养也不遗余力。”赖贞勇介绍，学校定
期组织教师参加科技教育培训，提升教师的
专业能力，与科技公司、高校合作，邀请专家
进校讲座，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每
周三下午的集体备课会上，教师们通过“文
香”录播系统共享教学资源，针对“如何将
AR 技术引入天文课”“低年级实验安全管
控”等议题展开研讨。

家校共育
科技教育形成良性“生态闭环”

来到明亮的网络计算机教室，这里正在
上三年级编程课，学生王正宏在Scratch制作
一个互动故事，但不知道如何让角色对话。

“我们可以用‘说’积木块让角色说话。”指导
老师黄雪梅用“说”积木块结合“等待”指令，

教会他如何让故事节奏张弛有度，并建议再
加上背景和音效，让故事更完整；而在一年
级电脑绘图课上，学生蒲凌瑶从颤抖着画出
第一个矩形，到熟练组合几何图形创作城堡
图案，仅用了三课时。这种“项目式学习”模
式贯穿始终——每节课都设定具体任务，让
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掌握知识。

在科技教育中，该校注重延展性。每学
期举办的“家庭科创日”，家长需与孩子合作
完成指定项目——从搭建纸桥承重到编程
控制智能家居模型。对学生采用多元化的
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更重
视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
神。每学期还会举办科技作品展和机器人
竞赛，为学生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

对于科技课，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四年
级学生刘国庆说：“科学课让我明白了生活
中很多现象的原理，比如为什么天会下雨，
为什么电灯会亮。我还学会了用编程控制
机器人，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科学家！”

家长们也对学校的科技课赞不绝口。
三年级张沐阳母亲崔敏在参与“家庭科创
日”后表示：“和孩子一起调试机器人时，我
第一次感受到科技教育的魅力。”而“校园开
放日”展出的学生作品，如太阳能小屋模型、
AI垃圾分类装置等，更是让家长直观看到教
育的成果。

2023 年协办达州市科普大篷车进校园
活动，吸引全市 2000余名师生参与；2024年
自主主办万源市首届机器人大赛，35支队伍
上演“机器人障碍赛”；学生团队在“全国中
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四川赛区荣
获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短短1年多时
间内，万源市一小未来小学正以科技为翼，
托举起山区少年的科创梦想。

□见习记者 杨航

科技赋能教育 创新引领未来
——探访万源市一小未来小学特色科技课程

万源市一小未来小学位于
万源市未来城市新区，是一所新
建的具有现代气息和高标准配
置的完全小学。学校以“让每个
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为办学理
念，凭借的科技教育课程、完善
的科创设施和充满活力的师资
团队，让科技课成为学校的特
色，为山区学生打开了通向科技
的大门。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郭思言） 近日，
160余名达报小记者分 4批来到原达州日报
社八楼，参加了“由‘染’而生，妙‘布’可言”手
工扎染体验活动。他们通过亲身体验这项古
老的非遗技艺，在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活动伊始，达报小记者团老师通过实
物展示与讲解，系统介绍了扎染技艺的千
年传承：扎染一般是以棉白布或者棉麻混
纺白布为原料，主要染料来自于苍山上生
长的寥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
溶液，除了用作染料，还可以起到清凉消炎
的作用。老师还介绍了扎染的几种基本技
法，如捆扎法、夹扎法、针缝法等，并展示了
精美的扎染作品，让小记者们对扎染有了

初步的认识。
“松紧不同的捆扎会产生深浅变化，影

响到最终图案的呈现，就像在布料上施展
魔法。”在实践环节，小记者们根据老师提供
的几种参考方法开始自己的创作。他们先
用皮筋、夹子、木棒等工具将白色的棉布进
行捆扎、折叠、缠绕，让棉布呈现出不同的褶
皱效果。接着，小记者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将捆扎好的布料放入由老师准备好的不同
染料中浸泡，浸泡一段时间后将布料取出，
再用清水冲洗掉多余染料，然后拆开捆扎的
皮筋和夹子，展开原本普通的布料，一幅幅
美丽的扎染便出现在大家眼前。

“我染的是一条红蓝渐变手帕，还将喜
欢的木块图案印在了上面！”一位小记者兴

奋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作品。其他小记者
见状，也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作品，只见
原本洁白的布料上呈现出深浅不一、层次丰
富的图案，有色彩斑斓的、有几何图形的、还
有花瓣形状的……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
充满想象带来惊喜。最后，小记者们将布料
放入固色袋中进行固色处理，这样才能让染
色更加持久。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扎染，今天自
己动手做了一次，才发现原来这么有趣。下
次暑假，我要去云南大理看看，还要用老师
教的技巧，给自己扎染一条美丽的裙子穿着
去。”小记者焦诗涵说，这次活动不仅让她体
验到了手工扎染的乐趣，更让她感受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由“染”而生 妙“布”可言

160余名达报小记者探寻扎染非遗密码

学生在编程课上学习编程学生在编程课上学习编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