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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自2008年开展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建设以来，按照终身学习理

念，实施“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大资源”工作思路，把大中小各学段相互

贯通，各个学科和各学习任务相互整合，各种学习途径和学习资源深度统筹，学

校、社会、家庭等教育阵地进行生态化再构，特别是着重就如何利用区域大学和

科研院所优势资源，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

2009年7月由社会大课堂和校外研究室负责人吕文清主持承担了全国教育科

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教育部重点课题《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GEA090020），重点研究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多元模式，

创立了“大中小联动”机制、创新资源联盟、中小学生实践创新共同体，实施了

“北京海淀社会大课堂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千人计划”，建构了普及型创新素质课程、

兴趣型创新实践课程、潜力型创新提升课程完整课程体系，促进创新人才早期培

养的机制、课程、教学等支架建设。通过五年的努力，从理论到模式，从课程到

教学，从课内学习到社会实践探究，从普及到提升，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这套课程资源包，主要以实践性、综合性、开放性、情境性和创新性为原则，

以植物、生物、材料、文化等实践项目为载体，以大学、科研机构等真实环境和

现实资源为支撑，以探究学习、项目学习和课题学习为方式，引导学生迈出真实

创新第一步，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创新，基本涵盖了区域中小学生创新课程与项目

教学的各种典型形态。

系列一《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课程资源”总表》，主要是由《未成年人校外

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利用海淀社会大课堂

资源平台，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子课题项目单位合作开发，是创新人才早期

培养实践课程资源包的总指南、总导航，包含了本课题创新实验的主题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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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学校相关学科和资源使用方式分类，为中小学校、学生自选活动课程提

供了依据。

系列二《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实验室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清

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中国科学

院科学与文化传播中心开发的科技探索系列课程。这类课程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科技探究课程对中小学生开放，利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高端科技资源，让

学生实践真实情境→发现问题→检索资料→提出假设→检验想法的完整过程。其

课程特点是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学生掌握过程和方法。这类课程是开拓学生科技

视野，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的最佳途径。

系列三《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自然世界”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北

京林业大学实验林场、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开发的系列课程。针对现代中小学

生学业繁重，脱离大自然的现象，该课程特意开发了结合学校课程的自然探究活

动，引导学生走出小教室，走进森林大课堂，充分接触自然，享受自然，同时在

娱乐中学习，集教育性与休闲性于一体。

系列四《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植物世界”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普办公室开发的系列课程。针对学生身边植物资源丰富，

但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不能深入探讨科学现象的情况，该课程结合植物园的地

理、环境、设施、成果、人才等特点，本着“体验中学习、探索中感悟、自然中

解压”的社会大课堂自然探究理念，围绕生物多样性、沙尘暴、牡丹科技文化、

有毒植物等主题设计活动，把植物相关的有趣现象作为探究项目，引导学生深度

观察和理解事物，关注知识的应用，让探究学习成为习惯和思维，进一步学会生

活，学会创造。

系列五《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纳米世界”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开发的系列课程。纳米科学和技术在生活生产中广泛应用，是学

生科学课程与探究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领域，是引导学生关注科学、技术、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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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整合的典型载体。通过纳米科学和技术若干常见问题的深入探究，促

发学生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探究原理、突破认知。

系列六《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生命世界”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中

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开发的系列课程。中小学生对生命世界非常好奇，但

缺少科学又好玩的课程。此课程设计若干学生常见又迷茫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

实验进行探究和解析，形成对生命世界原点问题的透视，优化认知结构和创新思

维、方法，并关注对事物的整体理解。

系列七《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精准农业”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国

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小汤山精准农业示范基

地开发的系列课程。在信息化时代，农业管理和耕作技术有巨大变化，为让中小

学生探究农业高手的秘密武器，跟踪前沿课题，我们专门设计了“精准农业”板

块，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感悟科学、技术与社会，穿越历史

时空，体验创新的无限魅力。

系列八《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民族文化”探究》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中

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共同开发的系列课程。此课程包括民族歌曲我来唱、民族

史诗我来读、民族乐器我来听、民族文字我来写、民族语言礼仪我来学、民族故

事我来讲、民族工艺我来学、民族名人我知道、民族知识我来答、民族舞蹈我来

跳10个板块，配有精美的课件，展现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此课程符合中小学生

的认知特点和理解能力，内容生动活泼，以体验探究的形式，寓知识性、科学性

和文化性于一体，堪称民族文化盛宴，经过在北京部分中小学实验很受欢迎，能

够有效促进中小学生民族认知和文化理解能力的提升，还曾作为全国少数民族

“大家园”指导课程在人民大会堂展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探究与创新起到

了积极作用。

系列九《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创新指南”》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未

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协同部分

实验学校开发的创新课程。针对学生对创新有神秘感，找不到抓手和方向的情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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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选取学生的一些微创新、小发明项目，解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线索，

引导学生构建创新思维方法逻辑，更开阔、深层次理解创新本质，真正让创新课

题回归身边和常态，让中小学生的创新成为可能，让创新行为和创新人才自然而

然地涌现出来。

系列十《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课题学习”》主要是由海淀社会大课堂、《未

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办公室开发的趣味探究课程。本着利用身边资源，深度探究，问

题解决，能力拓展的理念，设计了部分习以为常且看似简单，但往往模糊不清的

小课题，通过解决问题，澄清观念，探索规律，实现迁移和创新。把课题学习作

为收尾课程，希望把创新实践常态化，建立基本学习形态，达到“日日新”的

境界。

下面就随我们一起进入创新课堂，体验创新实践课程的丰富多彩！

编 者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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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实验室探究行为规范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是科研

的重要基地，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健全必要的操作规章制度是保证科研工作正

常开展的必要条件。实验中你们将会接触到各种陌生的试剂、仪器。为了确保安

全，防止事故的发生，请大家认真阅读下面的各条规定，准确理解，认真执行。

一、进入实验室，你首先要确保安全，包括你自己和别人的安全以及仪器和

试剂的安全。在你从事任何操作或行动前，请确保你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以及

可能会有哪些潜在的危险，这些你可以通过请教的方式弄明白。

二、确保你对紧急出口所在的位置非常清楚。

三、确保你会使用将要使用的仪器，并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

四、按照规范取用试剂和药品，避免对药品造成污染或者对你造成伤害。

五、按要求使用通风橱，以免有毒的成分扩散而伤害自己或者他人。

六、使用仪器后进行清理以及复位，以免洒落的试剂和药品对仪器造成腐蚀。

七、不要在实验室喝水或者吃东西，以避免受到污染或者错食错饮。

八、针头、破碎的玻璃等锋利的物体必须按照规范抛弃，以免对垃圾处理人

员造成伤害。

九、在这里，你要对你制造的垃圾负责，为它们找到合适的归属，你必须清

理你洒在仪器上的试剂药品，你必须将你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如果垃圾桶满了，

不能再往里边扔垃圾，你可以把它扔到其他不满的垃圾桶，或者扔到洗手间里的

垃圾桶。

十、在这里，你不能破坏他人的实验。还包括：不能动他人的样品；不能动

别人的实验材料；不能动正在运行的仪器；不能不经允许翻看别人的实验记录。

十一、在这里，你要认真做好实验记录以及样品的标记。

十二、在这里，不要做和学习、实验、工作等不相关的事情，例如玩游戏、

吃零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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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实验室是进行科研的重要场所，必须保持安静、整洁。你们进入实验

室后应按指定位置就座，不得大声喧哗及自行摆弄仪器装置。

十四、实验时，你们应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老师的指导下规范操作，细心

观察实验现象，如实做好实验记录。积极思考，认真分析实验结果，按要求写好

实验报告。

十五、严格遵循实验安全操作规程，爱护仪器设备，爱惜药品和实验材料。

在实验中出现意外事故或损坏仪器应及时向老师报告。

十六、增强环保意识，废液、废纸、火柴梗等杂物不得倒入水槽中或随地乱

抛，应分别倒入指定的废液缸或垃圾箱内，保持实验场所的清洁卫生。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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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程学员实验室
体验活动方案

一、活动性质

此次科学体验活动，是纯公益活动，活动组织方为西苑小学和中国农业大学，

活动参与方为西苑小学学生和其家长，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此次活动是在国家

中小学教学大纲之外的科学体验课外活动，是超出国家义务教育范畴的兴趣活动。

二、活动组织

参与原则是学生同家长商议后自愿报名和参与，学校根据学生爱好特长进行

分组。

三、活动规则

家长有义务在活动前，提醒学生：

（一）在实验室严格听从指导老师的教诲，沿着规定的线路，规定的实验台进

行活动，不要超越指导老师规定的活动范围；（二）不乱摸不乱碰，指导老师不让

动的设备、仪器、药品、样本，坚决不触摸、不启动；（三）不许挑逗实验动物，

不要把手深入动物笼中，避免咬伤；（四）不因为好奇按不该动的按钮，不经允许

不能打开冰箱等仪器设备的盖子、面板；（五）不准在实验室跑跳打闹、大声喧哗；

（六）不经允许不准参与到其他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实验；（七）不能在实验室吃食

物；（八）不能随意在洗手池里洗水杯。

在实验开始之前，各位指导老师和西苑小学有义务对实验室注意事项做郑重

提醒，并抽查学生对各项事项的理解程度。

参与活动中较小的学生，应受学校或者家长完全监护权的儿童，普遍好奇心

重，自制能力差。如家长或者教师评价该学生自制力较差，可能出现乱摸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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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教师有义务要求家长全程监护；如果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自制力较差，也

可以申请全程监护或者请教师特别监护。如果教师或者指导老师认为无法在指导

学生科学体验的同时对个别学生进行特别监护，可以拒绝家长提出的特别监护请

求，或者请家长直接进行监护。如实验室条件不能允许家长进行全程监护，西苑

小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有权利拒绝该学生参与此次科学体验活动。

对于活动中出现的意外伤害情况，如果指导老师在实验前已经做到尽职提醒，

在实验中做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伤害的进一步扩大和发生，西苑小学和活动组织方

免责。如果在活动开始前，指导老师没有对实验室安全事项做到尽职提醒，事故

发生后，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伤害的进一步扩大和发生，西苑小学和活动组织方

负全责。

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体验活动，可能会接触有毒有害生化试剂、贵重实验材

料、易碎玻璃品、超低温冰箱、高速离心、摇床、煤气、实验动物等可能会对学

生造成意外伤害的物品。同时，学生的不当操作也可能对导致一些贵重实验设备

的损坏以及实验室某些重要实验中样本的损失。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此次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发生，最大程度减轻对学生身体的

伤害，以及对实验室相关仪器设备以及实验样本的损害，特制定本次活动的安全

规范，由学校老师、家长负责监督孩子实施。

四、活动相关事宜

（1）家长负责接送孩子到指定集合地点。

（2）家长不允许进入实验区。

（3）学生不带零食及有色饮料进入实验区。

（4）学生应积极主动学习记录，试验后上交组长。

（5）有事有病不能参加需提前请假，超过三次无故缺勤，示自动退出实践

小组。

创新课程指导组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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