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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纪秀君

20 多个孩子获得“宋庆龄儿童创
意发明奖”，100多个孩子的创意发明
曾获国家专利，500多个孩子被授予中
国发明协会“小小会员”荣誉称号⋯⋯

走进幸福泉儿童发展集团（以下
简称“幸福泉”），一连串体现创新教育
成果的数据分外亮眼。鼓励孩子“不
争第一，创造唯一”，这家致力于追求
孩子个性化潜能发展的民办学前教育
集团，是如何培养孩子创造力的？记
者进行了探访。

巧思法：胡思乱想变成
奇思妙想

爷爷总是忘记吃药怎么办？要解
决这个问题，爷爷有两个选择：一是自
己吃药；二是让别人提醒吃药。如果
爷爷选择自己吃药，优点是不用麻烦
别人，缺点是可能会忘记。而如果爷
爷选择让别人提醒吃药，优点是能按
时吃药，缺点是麻烦别人。那么，把两
个优点相加，既不用麻烦别人也能按
时吃药，有什么方法呢？

这是 6 岁的杨非凡、张艺潇运用
巧思法的思维过程。在两个优点相加
的优选思维下，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个
多功能语音报时药盒，实现了既不用
麻烦别人也能按时吃药。这个发明
2013年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幸福泉是由知名育儿专家、创新
教育家程淮教授和我国儿科界泰斗、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老主任籍孝诚教授
于 1997 年在北京创办的。集团理事

长程皓宇说，幸福泉致力于发展孩子
创造幸福的三大潜能，让健康的体魄、
创造的智慧、健全的人格这三股“泉
水”，成为孩子一生幸福的源泉。

创新人才培养从娃娃抓起，是幸
福泉始终践行的理念。创始人程淮教
授 与 他 的 团 队 发 明 的“ 巧 思 法 ”

（QEOSA）及巧思系列课程，是幸福
泉创新教育体系的核心。

“巧思法的核心是优选思维，就是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力求鱼和熊掌兼
得，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程皓宇说，

“我们鼓励孩子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不仅形成创意作品，还要在生
活中迁移运用。”

在巧思法的运用中，孩子们脑洞
大开，很多胡思乱想变成了奇思妙
想。国际著名创造力与英才教育专家
戴耘曾评价说，优选思维超越了传统
的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二分法，引
入了解决问题的优化策略，有理论支
撑，且实践上可行。

AI加持：为孩子画像，
为教师赋能

戴上手环，走进巧思馆，巧思法
五大环节布局一目了然。问题讨论
区、方案探索区、创意优化区、创意
展示区、实践行动区⋯⋯每个区域除
了提供一些操作材料，还有一个 AI
信息采集设备。教师从电子大屏可以
看到每个区域孩子活动的情况，孩子
也可以借助信息采集设备录制视频，
上传到系统供交流分享使用。

为深化学前创新教育，培养孩子
的创造力，幸福泉提出了打造“双一
流”AI 学前创新教育实验区“211”
整体解决方案。“双一流”指的是

“一流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流的创新

教育体系”，“211”指的是2套AI系统
（智能校园硬件 AI 采集分析系统、AI
教师专业支持系统）、1 个创新教育体
系 （巧思 AI 创新教育体系）、1 个成果
平台 （创新成果展示的高规格平台与多
元化展示系统）。

在一日生活中，幸福泉借助 AI 采
集分析系统，全过程、全时段、全覆盖
深度采集孩子活动过程数据，从生活习
惯培养、运动能力促进、游戏活动质量
等方面，构建了孩子“精准画像”。

教师杨利静点开电子大屏，进入某
个班级，相关数据直观地呈现出孩子的
活动情况。“家长都非常关心孩子的喝
水、如厕、睡眠情况，我们通过这个系
统，可以告诉家长，孩子一天喝了几次
水，是否在幼儿园大便，以及睡眠质量
是三档中的哪一档。”杨利静说，班级
教师会按健康领域、区域活动等板块，
把孩子的生活信息进行筛选、分析、评
价，给家长推送一个日报，助力家园共
育。

如果说AI采集分析系统提供了“不
知疲倦的眼睛”，那么AI教师专业支持
系统就是为教师配置了“无所不知的大
脑”。

对于正在建设中的 AI 教师专业支
持系统，程皓宇的设想是，用 AI 技术
为园长、教师配备一支跨领域的专家团
队，教师就像与顾问专家聊天一样，只
需要描述需求，AI 系统即可生成对应
的专业内容文稿。

2023 年，幸福泉成为教育部“全
国学前创新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单位，致力于打造

“双一流”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区，
并为高校和幼儿园培养既掌握创新人才
教育技能，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

“双技能”复合型人才。 （下转第二版）

近年来，甘肃省
山丹县清泉幼儿园充
分挖掘山丹“四坝彩
陶文化”教育资源，
积极开展陶艺课程，
促 进 幼 儿 造 型 、 想
象、察看、记忆、审
美等多种能力发展，
并充分应用游戏的方
式，将陶艺制造技艺
贯穿于“玩”的过程
中，让幼儿玩得开心、
玩 出 水 平 、玩 出 个
性。图为幼儿在体验
陶艺创作。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摄

培养“会创造”的孩子
——探访幸福泉儿童发展集团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员
陈静） 为提升幼儿园科学管理水平，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出台 《幼
儿园精致化管理制度》，对幼儿园发
展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和落实，变传
统管理为科学系统管理，旨在加快打
造高质量精品幼儿园。

精致化管理怎样实现？在健全管
理机制方面，李沧区引导各级各类幼
儿园以《制度》为参考，实行自查摸排+
专项互查+动态管理三结合，建立各园

“精致化管理手册”，形成“一园一册”，
确保各园精致化管理制度落实落地。

比如，卫生间该怎么管理？青岛
市李沧区广水路幼儿园制定的“卫生
间精致化管理模板”给出了答案。即
幼儿园采用“色标管理”，用白色、蓝
色、绿色等色标区分清洁用具的不同
用途，让园所卫生多一道保险。

与此同时，李沧区依托联盟智慧，

聚力精致化管理。该区建立优质园共
同体 86 个，依托片区联盟理事会，
构建同心圆发展模式，实现了联盟办
园全员、全面、全域覆盖。一方面，
突出亮点，重组“优质园+优质园”
组合，致力于打造区内有知名度的优
质园，呈现出“强强联合、各美尽
美”的画面；另一方面，突破难点，
创新“优质园+薄弱园”工作模式，
聚焦问题，点对点提升薄弱园品质。

为充分发挥优质园的领航带动作
用，李沧区的优质园与薄弱园进行

“五个一”共享，即共享一套行政管
理指导、一套安全管理手册、一套教
学常规秩序、一套卫生保健标准、一
套食堂实操流程。

从签订联盟协议那天起，联盟体
各成员园便成为共同体。民办园带着
问题来学习，优质园以开放共享的态
度来接待。夏庄路幼儿园与星宇幼儿
园充分发挥近邻优势，从一日活动组
织规范到现场跟踪指导、从档案整理
到主题背景下环境创设及区域材料投

放，公办园一点一滴传授经验，打通了
民办园在组织管理上的堵点、难点。
全区以“蹲点+带动”的沉浸式指导，
大大提升了民办园的管理水平，精致
化办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精致化管理如何促进幼儿园提
质增优？李沧区致力于让《制度》更
加贴近教师，全区细化教师培训梯队
建设，细研新教师存在的问题，找准
施力点，力求精准支持新教师个性化
发展。近几年，该区邀请多名专家与
新教师面对面交流，借助专家的智慧
引领教师快速成长。此外，该区还根
据每位教师的工作年限和特点，采取

“导师带培”的方式，签订带培协议。
李沧区教体局局长王晓光告诉记

者，出台 《制度》 是提高学前教育高
频事项和重点环节管理精细化水平的
必然要求，也是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要助力。全区学前教育将继续秉
持打造精品高质量幼儿园的态度，将
精致规范管理贯彻始终，提升学前教
育内涵。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健全幼儿园管理机制——

以精细化管理助推园所优质发展
一线行动

聚焦人才自主培养

走在
教育强国

▶▶▶
大路上大路上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史望颖

有一所高中，坐拥 3 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汇集28处历史遗迹和人文
景观，见证悠长文脉、记录觉醒岁月。

有一所高中，在国际奥赛上多年斩
金夺银，连年摘得国家级荣誉，声闻之江
内外、名驰四海之滨。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一所已经
达到如此高度的高中，面对时代给出的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大命题，该
如何挖掘内外潜力，创新发展模式？

“夯实人才成长基础，构建多元课程
机制，以高素质师资队伍保驾护航，高中
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应大有作
为。”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表示，近年来，
学校不断突破自我，走出育才新路。

夯实“全面”
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在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之路上，基础教育具
有无限的创造性，是唤起人才潜能的“原
点”“起点”。

何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原点”“起
点”？

“创新人才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
展。”吴国平认为，“应把综合素养放在重
要位置，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充分
发掘他们的潜能。”

镇海中学地处历史上多次抗击外敌
入侵的海防重镇——镇海，校园环境得
天独厚，汇聚抗倭、抗英、抗法、抗日及解
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其背后是一个
个闪光的名字：俞大猷、林则徐、柔石、朱
枫⋯⋯

历史的风云激荡，英杰的无畏求索，
在镇海中学宁静的校园里交融交会。

学校充分挖掘独特的环境资源，开
发系列思政课程，在课堂内外的学习实
践中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追寻先辈
足迹。

“先辈们的爱国精神鼓舞我们，他们在挫折屈辱中
的奋斗精神浸润我们。”高二学生丁钰涵是第22届中国
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她说，正是镇中校
园文化赋予她的精神力量，激励她攻克一道道难关。

尽管镇海中学的文化课成绩一直在浙江省内名列
前茅，但学校从不鼓励学生成为“书呆子”。

“课堂外的课堂，同样重要，同样是培智铸魂的重要
阵地。”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说。

每年金秋时节，镇海中学都会上演一年一度的“百
团大战”。全校 50 多个学生社团同台竞技，竞相招新。
学科类、实践类、艺术类、体育类、公益类，社团主题琳琅
满目，用学生的话说，“总有一款适合我们”。

“我们在社团活动中学习自主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激励，学会了尝试与坚持，这与文化课学习相辅相
成。”外人或许难以想象，奥赛金牌得主丁钰涵也是健
美操社团和网球社团的干将。

志愿服务是另一个重要阵地。学生们以班级为单
位认领便民志愿岗、助老爱心岗等，在周末节假日对
话榜样人物、调查社会生活、建言民生发展，积极融
入社会生活，感受人生百态。

吴国平确信，有效教学必须建立在有效德育和有
效体育之上。

基于此，镇海中学始终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学会做人方能做事、做学问”“让学生掌握一两
项受用终身的体艺爱好”等基本原则，特别注重学生
良好文明道德、个性品格、学习习惯和体艺特长等的

养成。
“学习力、创造力、领导力、审美

力和自治力，这些对拔尖创新人才至
关重要的素质，在高中时期就应打下
坚实基础。”吴国平说，唯此，拔尖创
新人才才能在合适的时候破土而出。

供给“养分”
冠以“拔尖”二字，拔尖创新人

才必然需要汲取更多的养分。
多年的实践中，镇海中学既坚持

成为一所以高水平学术型高中为发展
定位的普通高中，又一直致力于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基础上的高水平差异发
展。

在镇海中学的校园里，当学生在
某方面表现出一定潜力，学校该如何
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

特色课程、深化建设——
镇海中学的课程结构，呈现为鲜

明的“宝塔”体系。
“塔基”由基础类课程和通识类课

程共同组成，旨在有效夯实高水平共
同基础；“塔身”依次为拓展类课程和
特长类课程，前者通过知识、思维、
方法、素养等拓展，使学生在高水平
基础上得到第一次差异发展，后者通
过开设学科、科技、管理、人文等特
长课程，促进学生在高水平基础上的
第二次差异发展；“塔尖”则是为满足
个性发展需求开设的个性化课程，在
更高水平上促进部分学生发展。

以被戏称为“一跳跳进北大”的
2022 届毕业生舒衡为例，体育教师在
训练过程中发现该生跑步速度快、弹
速特别快的特点，专门为他量身定制
了训练计划，并积极陪他参加各种比
赛，针对他的个性化需求有选择地为
他科学强化有关训练。

两端延伸、联合培养——
“学校能联系到浙江、江苏的高校

资源，来解决高中生的课堂问题。”高
二学生王西泽说，当初选择来到镇海中学，这是让他
最心动的“诱惑”。

一次，王西泽和小组同学为一项与生物核苷酸代
谢有关的实验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要是能找到南京
大学主攻分子生物学的杨荣武教授请教一番就好了。
不承想，学校很快就帮他们实现了愿望。当学生们亲
眼见到以前只在教材主编署名栏中“见过”的杨荣武
时，无不欢呼雀跃。

“这是学校的常态。”张咏梅说，对在某方面“吃
不饱”的学生，学校总是竭尽所能，积极争取有关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支持，开展共享实验设施设备和合适
课程资源合作等项目，及时为学生送上更多“大餐”。

校内、校外的强强联动，为镇海中学的学子们提
供了“多元选择”的缤纷路径。

在吴国平看来，给予学生选择权，是高中阶段助
力拔尖创新人才冒头的制度保障。

“高中生尚处于潜力有待兑现的阶段。”吴国平
说，“学生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他的发展方向会聚
焦到哪里。能不能为学生提供多元体验，助力他们获
得多元选择，进而明确奋斗目标，是高中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的重大命题。”

唤醒“自觉”
教育最好的境界是“自觉”——这是镇海中学教育

生态的内核。“我们相信，具有‘自觉’精神的教师和学
生，探索知识边界的欲望更加强烈，这是拔尖创新人
才必不可少的特质。”张咏梅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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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可能性
➡➡➡ 详见4月24日第五版

左图：镇海中学学生在文化节上
表演节目。 学校供图

右图：镇海中学学生在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所参与项目实验。

曾昊溟 摄

体验陶艺创作

【校长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