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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成为可能

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启动以来，海淀区按照
“终身学习”理念，实施 “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大资源”工作思路，在
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２００９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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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下，围绕 “实
践”和 “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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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等教育阵地进行
生态化再构，初步建立了以推进中小学生深度实践学习为核心，以探究性项
目活动为抓手，以资源供给为突破，以联合联动、共享共赢为策略的操作机
制，探索了社会大课堂应用的大中小联动、课题项目带动、企业社团参与、
学校社区互动、学区整体推进、常态综合应用六种实践模式，努力将社会资
源向教育资源转化，将教育资源向课程资源转化，研究、编写、开发了 “创
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中小学生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和 “创新
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社会大课堂创新实践课程资源包”两个系列
丛书，包括中小学生实践性综合学习和创新性探究学习的各种课程形态，初
步形成了中小学创新教育从理论建构，到机制模式，到课程资源，到实施指
导的完整体系，基本满足研究参考、教学指导和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需求，
也应对大数据和大文化时代学习方式变革。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中小学生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系
列包括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理论与战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创
新人才早期培养课程与教学》《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案例研究》《创新人才早期
培养 “大中小联动”》《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千人计划”》６本。本丛书主要以
海淀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创新教育板块为实践基础，加以研究总结、概括
而形成，为中小学校创新教育提供基本理论、操作体系、实践模式、校本课
程和资源支持。其特色是回应 “钱学森之问”，落实 《纲要》关于人才培养模
式变革精神，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就创新人才早
期培养的理论和实践给以系统建构，在资源开发、学习形态和操作模式上力
求突破，为中小学创新教育提供操作 “完形”和行动 “支架”，满足区域内外
对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模式借鉴的需要。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社会大课堂创新实践课程资源包”
·１·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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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涵盖了中小学生创新课程与项目教学的
各种典型形态。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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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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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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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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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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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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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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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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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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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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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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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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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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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艺我来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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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知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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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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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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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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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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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基于社会大课堂资源环境的创新实践课程建有完整的体系和框架，
一是按内容分为人文探究、科学探究、艺术探究、自然探究和拓展探究五个
系列；二是按照地域分为海淀共享课程、北京精品课程、国内经典课程和国
际高端课程四个层级；三是从时间维度分为常态大课堂探究、周末大课堂探
究、春秋游大课堂探究、小长假大课堂探究和寒暑假大课堂探究五个实施阶
段；四是按课程形态分为综合探究、学科探究、主题探究、体验探究、实践
探究等多种样态；五是从功能分为对话世界、认知突破，深度学习、多元建
构，体验感悟、提升素质，挖掘潜能、精彩人生等价值参照体系；六是每个
活动包括功能、特点、目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等系统要素，体现中
小学生实践教育的专业性引领品质，以推进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社会化、生
活化、常态化，构建大课堂深度学习的标准和模式。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尚属新领域，是新探索，很多模式远未成熟和成型。
在这两个系列丛书研究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和中小
学校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大批专家、
学者的积极参与，得到了教育部、科技部、北京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海
淀区政府等指导，使１６０多个中小学创新教育的课题项目得以深入开展，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愿意与各界一道，继续推进中小学生创新教育的
深入探索，以开拓中国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之路。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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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童年的梦想，是大胆的尝试

小学篇：萌动

在学习中成长　在生活中创新

我叫王南，在中关村三小上学，我们平常的学习很紧张，作业很多，但每次
我都能按时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作业。课外时间，我参加了奥数班和英语班。我
对奥数特别感兴趣，喜欢用一些巧妙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我还喜欢各种玩具，
好奇它的功能和设计原理，我的玩具 （如小汽车、飞机模型等）几乎都被我拆
卸、组装过。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语文课本上学
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另一句是语文老
师说的：“风帆不挂上桅杆，它就是一块无用的布，
理想不付出行动，它就是虚无缥缈的梦。”这两句话
一直鼓励着我努力地学习，并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生活中去。

我们在做课间操的时候，每当做到全身运动，同学就会比着看谁屈体运动做
得标准，看谁手能摸到地面，谁屈体次数多。有的时候还不过瘾，同学们也会在
课间休息时接着比，常常因计数和标准不一致而争吵。

还有一次，姥姥在健身园做弯腰屈体运动，让我数数，我常常数不准，并且
也不知道做成什么样才算合格。后来我就想，可
不可以有一种工具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和科学课老师，他
们非常支持。半年来，我设计的智能屈体健身器
经过老师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努力终于经过完成了。
它主要由面板、支撑架、底板与电子模块等组成。
为了结实，它的面板、支架、底座都采用的是铝

合金材料，而为了轻便，它的电子模块采用了塑料盒子，整体看上去实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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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能屈体健身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屈体运动，活动腰背肌肉，拉伸筋
骨，锻炼腿部韧带，增加韧性，预防肌肉老化，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我的智能屈体健身器具有以下特点：
（１）可以依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调节躯体站立角度，从而达到更佳锻炼效果；
（２）使用三角形原理，利用编码器测角技术，对站立角度进行精确测量；
（３）使用光电测距传感器，测量手部与地面的距离，对屈体运动进行计数；
（４）使用单片机对运动时间、运动次数、运动角度进行显示，对运动结果进

行测定。
智能屈体健身器的主要功能是：
（１）可以在不同角度下 （可调）

做屈体运动；
（２）可以测量屈体运动的次数和

运动时间；
（３）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测试屈

体运动的次数，并伴有声音提示；
（４）可以通过液晶屏，显示运动

的时间、屈体次数、面板的角度。
智能屈体健身器能够为人们的日常健身运动提供方便，同时，在设计制作过

程中锻炼了我的动手动脑能力，使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
界，增强了我的创新意识，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完善我的产品。我计划接下来对
我的产品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１）计划通过增加电机来自动调节角度，用户通过遥控器即可实现角度
改变；

（２）将锻炼计数、计时与热量消耗等数据相关联，让健身器更智能；
（３）增加体重测试功能。希望我的智能屈体健身器越来越智能，也希望大家

都能喜欢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五年级３班　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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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女生　到底谁更棒

我们班有两大阵营，一个是我们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男生

队，另一个自然是行动如弱柳扶风的女生队。平日里，无论是学习还是文体活

动，女生队都要跟我们男生队叫板，总想比一比，妄想压我们一头。自不必

说，每一次文体活动女生队都是铩羽而归。然而，也有让我们男生队着急的时

候，拿数学学习来讲，就挺难说清楚到底是我们男生更厉害，还是她们女生更

优秀？

为此，我以最近一次数学考试成绩为基础，看看谁的学习成绩更好、更棒！

我们班是中关村四小六年级四班，班里共有３８名同学，其中１８名男同学，

２０名女同学。在人数上，女生倒是赢了我们，但是男同学自有 “男生出马，一

个顶俩”的气概，自然不怕她们人数占优。

这次全班３８名同学全部参加了数学老师组织的考试，考试成绩出来以后，

我从老师处获得了这次考试的全部成绩。为了尊重同学的隐私，我麻烦老师只是

将考试的成绩分为了两组给我———男、女生各一组。具体的数学考试成绩见表

１，以下是中关村四小六年级四班３８名同学的某次数学考试成绩。

表１　中关村四小六年级四班数学考试成绩

性别 分数

男生 ６６　９２　８７　９５　６７　７３　６２　８２　９８　８７　７５　９０　８５　７３　６０　７８　７２　９５

女生 ８５　７５　８８　８５　７５　８５　６６　９５　６６　８５　８６　８５　６５　５８　８５　６５　９０　６２　８８　８５

（一）平均分比较
虽然女生人数占优，但是我们知道，在人数不等的两组之间进行成绩比较，

“平均得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人数不等带来的麻烦，“平均得分”代表了成绩的

整体水平。计算得到男女生的 “平均得分”，其中男生平均得分是７９．８３，女生

平均得分是７８．７，男生平均得分大于女生的平均得分，看来这次数学考试还是

我们男生队获胜。

（二）平均分的局限
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其实如果女生看到这个结果会很轻易地找到 “破

绽”而进行反驳。以前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条河平均水深０．５米，一位掌握

该数据的统计学家徒手过河，中途被淹死了，为什么？因为最深的地方有２米。

这就是我们用平均数比较男女生数学成绩的一个小缺陷。为此我特意查了书，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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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数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指标，其缺陷在于它掩盖了被观察个体的差异。就像故

事里的统计学家过河一样，“平均水深０．５米”使他忽略了最深处和最浅处的变

化，导致了这样一出悲剧。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男生的平均分高于女生，就说所

有男生的数学成绩好于女生。

女同学可能会说：其实就一两个高分男生提升了我们队的平均得分，而大部

分男同学可能还都不如我们呢，真是不害臊！其实她们这么说不无道理，通过看

书我了解到她们讲的正是平均数的一个 “破绽”：平均数往往会被样本里的 “极

端值 （也叫离群点）”拉拢，从而失去其 “一般性”“代表性”。看来想要让女生

们心服口服还得找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我查阅资料，为了更科学全面地比

较男女生的成绩我又找到了几个新的指标：中位数、众数和极值，下面分别来说

说它们的用途。

（三）中位数
中位数就是为了避免上面我们所说的当存在异常值时，且平均值不再具有代

表性时，中位数可以更公平地衡量男女生整体成绩。中位数，是指将成绩按大小

顺序排列起来，形成一列数，居于数列中间位置的那个数据。简单地说，中位数

就是 “一半人在我之上，另一半人在我之下”的观测值，它的优势在于即使两端

的极值发生改变，位于中间位置的中位数依然不受影响。我们找中位数也很简

单，首先将男女生成绩分别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然后找中间值，我们得到男

生中位数是８２，女生中位数是８５，也就是说从中位数这个指标出发，果然如女

生所料，男生略逊一筹。

（四）众数
众数，代表一组数据的一般水平 （众数可以不存在或多于一个），是一组

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提到众数我就不得不借助图像来表示这个指标

了，因为要找的是一组数据中占比例最多的数。所以，首先我分别将男女生两

队的成绩从高到低排好，画出柱状图，通过图像我们更容易找出出现最多的成

绩，男生成绩的 “众数”为８７和９５，众数有两个，分别出现了两次；而女生

成绩的众数为８５，出现了７次。男生成绩的两个众数都比女生成绩的众数要

大。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男生的数学成绩还是要比女生的优秀。

（五）极值
极值的概念来自数学应用中的最大最小值问题。在这里为了评价我们的学习

成绩谁优谁劣，我们就是要看看谁的成绩是最高，谁的成绩最低！显然男生组的

最高分是９８分，女生组的最高分是９５分。男生的最高分要高于女生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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