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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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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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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阶段

很多同学也想搞创新发明，但苦于没有思路，这是由于缺乏创新方向的相关培训造

成的。下面就给同学们介绍几个便于操作的创新类型。

1.教室版

我们生活的教室里有很多可以创新而给大家带来便利的项目。

① 张乐同学是天津中学2007级学生，他设计的专利项目是活页字典。原有字典一般

都是装订成一整册，重量大，携带不便。而该新型活页字典在多张纸页的一侧边设有多

个通孔，纸张通过通孔安装在轴上。

使用时可将需要的纸张抽出，便于随身携带，随时查找单词。而且活页夹的上封皮

与纸张之间以及下封皮与纸页之间可插装字典的封页，便于携带。

② 郁婧文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隔层书桌。平时同学们

学习紧张，有时就不太注意书桌的整洁，书和卷子在书桌里乱塞乱放，等到要找时半天

都找不到，浪费时间，也影响听课效率。

该新型书桌在书箱内设置有隔层，可将不同书籍和试卷分类放置，取用时非常方

便。还可在隔层上设置滑道，取书时可将该层书全部滑出，方便查找。这样就能够很好

的解决书多时翻找困难的问题。   

③ 黄玉秋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可调座椅。学生普遍喜

欢把书包放在座椅上，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座椅的使用面积，使得坐起来很不舒服。如果

能够在需要时增加座椅的面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课　创新发明操作步骤

第一课 创新发明操作步骤



2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创新指南创新指南””

本项目采取的方法是在座椅的前端设置一个翻板，平时不用时只需将翻板垂于前椅

腿处即可，节省了空间。需要增大面积时，用支架将翻板支到与椅面水平即可。这样可

以方便的调节座椅的面积，就能做到平时节省空间，使用时根据需要调节座椅面积，方

便使用。

2.旅行版

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能不能加以改进使旅行更愉快呢？

① 牛秋楠同学是天津中学2007级学生，她设计的新型登机牌获得了国家专利。该登

机牌结构简单，在纸质卡片上贴装有一具有身份识别功能的磁条，使得登机牌具有身份

识别功能，当乘客进入安检时，登机牌放在随身行李内，一旦出现违禁物品，可以通过

读卡器方便地调出主人的信息，抓住恐怖分子，减少航空安全隐患。

该产品可以重新写入信息，当乘客使用完后，可以回收反复使用，节约了成本，保

护了环境。

② 王蔚松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上弦式风扇。夏天，天

气炎热，外出旅游，高温难耐，吹点凉风该多好啊。

上弦式风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包括风扇、支柱、手摇把、发条和底座。风扇由

支柱支撑，支柱下面设有底座，发条设在支柱内，手摇把与发条连接。它携带方便，采

用手动式上弦方式，驱动风扇，节省电力，在旅游时特别方便。

③ 袁月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太阳能凉伞。通常的太阳

伞只有单纯的遮阳功能，而在炎热的夏天打伞，在伞下一般会感觉很闷，如果能利用强

烈的太阳能带动风扇转动，就能在遮阳的同时给人带来凉爽。

袁月同学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吸收太阳能，带动伞下的风扇转动，使得该伞既能遮

阳，又能扇风，一举两得。同时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一般比伞的寿命长，所以将其

设计成可拆装式结构，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

3.生活版

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好总是很讨厌，能不能做一些改变呢？

① 徐云熙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遥控环。有些人总是

丢三落四，经常忘东西，如钥匙、U盘、手表、手机等，找起来很麻烦，给生活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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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她设计的遥控环可戴在手上，环上设有多个遥控按钮，物品上设有信号接收器。当

有物品找不到时，按环上相应位置，对应的物品上的接收装置就会发出警告音，从而可

以很快地找到物品。

② 叶鹏飞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他设计的专利项目是拖把甩干器。拖把是常

用清洁物品，拖完地，洗干净后，上面仍留有大量的水，如果没有及时拧干，往往导致

水流得到处都是。

他设计的拖把甩干器利用涡轮系统带动拖把转动，其结构简单，除水效果好。其使

用方法是用脚踩踏板，通过联动装置带动涡轮系统转动，再带动拖把转动，将水拧干。

③ 辛琦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了两项专利。其中一项是可调近视镜。

目前青少年患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由于度数的增加导致他们频繁地换眼镜。而她设

计的可调近视镜，结构紧凑，通过焦距调节钮来调节眼镜度数，以适合佩戴者的需要，

不仅保护眼睛，还能避免经常换眼镜。

4.家庭版

同学们在家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些小事很别扭呢，尝试着解决一下吧。

① 谭嘉欣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学生，她设计的专利项目是双面绣花针。平时我们

见到的绣花针都只有一个针头，绣花时上下翻转时只有一半动作是有用的，这就使得劳

动效率不高。

本专利将针两头都设计成针尖，而针眼设在中部，针眼周围设有防滑凸点或防滑

纹。该项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能够减去绣花过程中的手腕翻转动作，减轻劳动强

度，大大提高绣花效率。将针尖设计成弯曲状，使得穿针引线更为容易。

② 吴建枭同学是天津中学2010级的学生，她设计的自动变温床设有自动感温器，温

度高时，吸热孔会吸收热量，并吹出凉风；温度低时，散热孔会吹出热风，使人睡觉时

很舒服。

③ 刘永园同学是天津中学2007级学生，她发明了低噪声吸尘器。原来的吸尘器虽然

很方便，但是噪声很大，噪声主要来源于高速流动的空气和吸尘器内部结构的摩擦。而

新型吸尘器轴部两边安装了减震垫块，降低了吸尘器整体的震动，使吸尘器产生的噪声

第一课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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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有效的消减。

同时在前进风板和后排风板之间壳体内壁上安装了吸音层，可以有效地减小风机转

动和空气高速流动带来的噪声，使吸尘器的噪声进一步降低。

小 结 一 下   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搞专利发明也是一样，擦

亮你的眼睛，四处找一找吧。

下面再详细介绍一下孔祥禄同学寻找创新方向的历程：

我们每天在教室上课，都知道擦黑板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尽管现在粉笔有所改

进，但粉笔末还是不少。前排的学生一擦黑板就捂鼻子，怕吸进过多的粉笔末。然而相

比于学生三年的时间而言，老师几十年时间都跟粉笔末打交道，很多人都有咽炎，甚至

有些人还得了肺病。

鉴于这种情况，天津中学学生孔祥禄想到，能不能发明一种黑板将粉笔末吸附住，

使其不能四处飞扬，同时也便于收集，处理。在学习高中物理静电的应用一节后，他发

现书上介绍了利用静电吸附功能可以制成静电除尘器。

由此他受到了启发：能不能利用静电吸附功能制成静电式黑板，解决粉笔末飞扬问

题？经过多次尝试和实验，他通过通电和变压，使得黑板背面带上微弱的电，既安全又

方便，小方案解决了大问题。他将此设计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顺利获得了授权。如果

得到推广会给广大师生带来福音。

通过这件事我们发现，其实发明创造离我们并不远，只要我们勤于观察，勇于思

考，同时善于把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就会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

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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