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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导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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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导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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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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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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携手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开发的系列课程。

在小汤山精准农业示范基地，根据现代农业大型机械自动化，农作物管理中

所涉及的水、肥、药使用的精准化，温室大棚环境控制的准确化，以及和谐的生

态环境这四方面特点，我们拟围绕农用机械、灌溉技术、温室大棚、监测技术，

以及耕作文化这五大农业板块设计系列活动，每个板块的活动又围绕五个主题来

设计：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发现现代农业技术不足、学生自主发明创造、传

统与现代农业之对比体验、农业相关知识普及。在每个活动设计中既有与学科知

识的结合，也有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的机会，集教育性与娱乐性于一身，学生

可以根据兴趣选择一个或多个参与。

农用机械系列活动是围绕农作物生长的平地、播种、除草、收割这几大过程

所涉及的现代农用机械来开展，可供选择的课程有：激光利剑平山川、农业生产

中的精确打击武器、聪明的除草机、带测产系统的联合收割机、现代农业机械驱

动力。在每个活动中都结合了农业知识普及、传统农具体验、现代农具展示三大

主要活动内容，主要目标在于增长学生农业知识、普及现代农业科技，以及锻炼

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灌溉技术系列活动围绕喷灌、滴灌、渗灌等几种常用灌溉技术来开展活动，

可供选择的课程有：国家精准农业灌溉技术展览体验、负水头灌溉控制系统的探

究、喷灌的艺术、跳跃的滴灌技术、渗灌技术的流动之旅。活动中对现代农业所

用的几种灌溉技术有详尽的讲解，还有相应的体验活动，同时为学生提供了自主

发明创造的机会，使学生将现代科技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自己动手为自己的生活

本 册 导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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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自己的科技。是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好平台。

温室大棚种植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很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传统农业却没有这

么便利，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现代农业，温室大棚系列活动包含了以下活动：

体验种植历史及农耕工具的变革、角色扮演——大棚计算机控制系统、大棚病害

防治、大棚仪器体验与创新、新型温室大棚设计。这些活动中有学生的亲身体

验，有高科技产品的展示，更有充分的空间给学生自主设计。这对于学生的想象

力、创新力、动手能力都是极好的锻炼机会。

监测技术系列活动主要围绕现代农业对病虫害状况的监测技术来开展，可

供选择的课程有：管理土壤、速测蔬菜水果残留农药体验、墒情遥测站体验、温

室精准高效施肥、体验农田智能测绘成图。其中涉及了多种监测技术的介绍与体

验，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耕作文化系列活动则是针对中小学低年级学生开展的体验类活动，可供选择

的课程有：我做快乐小农夫、我做艺术花农、我做园艺设计师、我做生态观光顾

问、我做配餐营养师。通过这些体验活动，可以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培养学生爱惜粮食的意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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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用 机 械

激光利剑平山川
—现代化农业机械激光平地机体验活动

一  基地环境介绍

“精准农业”是基于3S技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决

策支持技术和智能装备技术的现代农业管理系统，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堪称高

科技的栽培学革命。目前国外很多精准作业装备已趋于成熟，各种电子监视、控

制装置已应用于复杂的农业机械；变量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高智能化机械也已

逐步进入国际市场。近年来，精准农业在亚洲也日益受到重视，日本农林水产省

已把其作为未来农业先导技术，并予以高度支持。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

提出精准农业研究应用的建议，1999年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小汤

山率先建立了“精准农业研究示范基地”。10年来各项理论、技术已处于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行列。其中精准施肥、灌溉和喷药技术等成果，已在北京、上海、

新疆、黑龙江等13个省市实现了大面积示范应用，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近年来小汤山精准农业基地非常重视科普活动的开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基地

拥有大批的科技研发人员、种类齐全的、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现代农业示范田，

在开展现代农业科普活动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生可以通过和农业专家交流、

参观现代农业机械、观摩农业生产过程，开阔眼界，增加农业知识，感受现代农业

的巨大魅力。因此本次体验现代农业魅力的活动选择在小汤山农业基地开展。

二  活动简介

（1）活动的目标：

① 了解平地方面的农业知识，了解现代科技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

② 活动主要以小组形式开展，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

③ 设置大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的活动，开阔学生眼界，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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