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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
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的重要基础，中小学校的科学教育质量
对培养学生科学素质至关重要。在古都
西安的航天产业基地内，坐落着一所以

“传承与创新”为核心理念的学校——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以下简称“航天
一小”）。自2015年建校以来，学校就
聚焦学生科学素养培育，开展科技创新
教育。2019年，学校正式步入科技教育
新赛道，参与陕西省教科院、中国教科
院STEM教育团队，与专家团队精准定
位学校发展方向，将“科技教育”确立
为学校特色发展的核心战略，学校深度
剖析发展现状，精准对接区域资源，构
建“承·新”科技教育体系，通过课程
改革、资源整合、评价创新三擎驱
动，着力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深耕教育土壤
三级课程体系筑牢科学

素养根基

学校积极绘制科技教育发展蓝图，
构建科技教育路径，整合科技教育基
地，举办航天科技节，营造浓厚的科技
校园文化氛围；深化科技教育内涵，建
设多元科学教育场馆，创新科技教育课
程体系；加强STEM教育，促进跨学科
学习，深化航天特色教育合作，形成学
校完善的科技教育体系。学校坚持“五
育”并举，构建“承·创”科学课程教
育体系，以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发展
课程三层架构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学校
不断创新科学教学方式，融合多学科课
程，丰富科学课堂形式，开设 C—
STEM、项目化学习等课程，形成特色
化科学课程体系。

“从养蚕观察生命周期到设计灭霸
无限安全手套，科学教育要让知识从书
本跃迁至真实世界。”校长张军红介
绍，学校以国家科学课程为基础，提炼

“一核三维”科技教育框架，即以国家
课程为核心，依托大概念教学筑牢学科
基础，融合STEM教育培养跨学科思
维，借助科技实践锤炼创新能力。

在第一课堂，学校创新推出“大
概念引领+双线推进”教学模式，即
围绕大概念理念开展科学教学，重视

“科学实验”和“探究性活动”两条
线，培养学生的实证意识和创新能
力。教师避免知识点堆砌，围绕生物
生命周期、工程设计流程等大概念重
构课程。例如“养蚕”课程弱化对脱
皮次数、结茧框架等细节的机械记
忆，转而引导学生体验“生命延续与
环境依存”的科学本质。同时，学校
将科学实验教学形成标准化流程，低
年级侧重现象观察，中年级强化数据
采集，高年级聚焦问题解决。近 3
年，学生实验规范达标率达98%。

学校科学教育第二课堂化身“创新
实验室”。40余个科技社团形成“金字
塔”培养梯队：基础层设“小小科学
家”“机器人编程”，拓展层推“无人机
编队”“3D智造工坊”，拔尖层育“未来
工程师”。多元的社团课程充分满足了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在科学活动参
与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辨
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交流与合
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趣味活动
中，激发学生对科技的兴趣，提升学生
科学素养，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2023
年，学生在国家科创赛事中斩获27项

大奖，其中“智能雾霾监测系统”获宋
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金奖。

学校还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
让第三课堂的边界延展至社会场域。
学校构建“一校多馆”育人生态，将
504航天研究所变成课堂，在植物园建
立自然观测站，与中煤航测遥感集团
共建AI教育基地。学生设计的“航天
净水装置”在专家指导下迭代7个版
本，最终实现污水净化率85%的突破。

创新育人范式
STEM教育打破学科壁垒

作为全国 STEM 教育领航学校，
航天一小探索出本土化STEM课程开发

路径。STEM教师团队立足陕西地域文
化，历时3年研发“古智今用”校本课
程，将古代科技智慧与现代工程思维
结合，开发了基于地方传统文化的
STEM课程，四年级学生用杠杆原理复
刻汉代“地动仪”，融入传感器编程实
现地震预警功能；五年级“榫卯结构
承重赛”中，学生运用数学建模优化
稳定性，承重达200公斤。

学校推行“任务驱动—探究实践
—创造展示”全链条教学，让项目化
学习成为创新孵化器。2019年学校以

“中国记忆”为主题开展跨学科项目
式学习，全校学生以“古今对话”为
主线，整合科学、艺术、人文等学
科，完成“活字印刷文创产品设计”

“非遗工艺数智化改造”等 32 个项
目，通过文化展馆汇报深化知识应
用，其中“皮影机械臂”“电动走马
灯”项目实现传统艺术的自动展演，
亮相STEM教育成果展。校长张军红
带领团队教师总结的“小学科学
STEM化的探索”获陕西省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特等奖。

数字赋能未来
智慧校园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学校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提升科技
教育质量的核心引擎，打造“智慧校
园+STEM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数字
化手段推动教育场景
变革、学科融合与
评价创新。

在航天一小
的 “ 未 来 工 程
师”体验中心，
学生可通过虚拟
现 实 设 备 “ 漫
步”空间站，借
助人工智能平台模
拟卫星轨道计算。
学校建设三级数字化
平台：课堂层打造“云边
端”一体化教学场景，在创客课程
中，引入蓝盒智能编程套装、AI探索
盒等工具，指导学生完成“智能升降
桌椅”“语音助手设计”等数字产品
开发；校园层推行“教学应用云空
间”有效连接区域各校的信息化远
程教室、录播空间，支撑全场景教
学和学生的泛在学习活动，实现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区域层接入航
天基地“教育大脑”共享科创资
源。2023年，学校“5G+智慧教育”
场景应用入选国家教育部门典型案
例，学生在国家赛事中斩获27项大
奖，“智能雾霾监测系统”获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奖金奖。

学校构建“表现性评价+过程性
数据”的科学素养评估模型，涵盖
实验操作、课题研究、创新实践等
六大维度，让评价改革同步深化。
六年级学生王雨婷的成长档案显
示：其科学探究能力从“基础级”
升至“专家级”，创客作品已获两项
实用新型专利。

深耕创新文化
让科技种子向阳生长

每年4月的“承·创”科技节已
成为校园文化名片。从2016年起，学
校每年组织科技节创新活动，9届科
技节，从“启蒙探索”到“强国使
命”，坚持从陕西传统文化中提炼教
育养分，复刻“水运仪象台”融入传
感器编程，科技节上展出“古地震预
警装置”；皮影机械臂、活字印刷动
态展演非遗创新；航天专家崔万照院
士连续6年开设“天宫课堂”，解密航
天奥秘，实现古今科技相遇的“双螺

旋”。9年深耕，“承·创”科
技节累计开展主题活动

300余场，覆盖学生1.2
万人次，孵化科创成
果 1000 余件，带动
学 校 获 评 “ 全 国
STEM 教 育 领 航 学
校”“西安市科技教
育 特 色 校 ” 等 荣
誉，形成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基础教育科创

品牌。
在这片科创教育的沃

土上，航天一小的学子们正以
探索为刃、以创新为翼，近3年，毕
业生科学素养优秀率达95%，科创竞
赛获奖数量年均增长40%，30余名学
生入选“航天基地科学创新人才培养
计划”。未来，航天一小将继续认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拓宽科创教
育路径，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芦焰）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以就业为导
向，以行业为引领，构建“成果导向
的四阶递升实战型教学体系”，以系统
性思维重构育人逻辑，将教育目标从

“知识积累”转向“能力生成”，通过
阶梯式进阶设计、全链条实战赋能和
动态化反馈机制，探索出一条适应产
业变革需求、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的教学改革路径，为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供了创新性方法论支撑。

重构育人逻辑
设计“四阶递进”的目标体系

学校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
“知识灌输”的线性教学模式，构建
“基础训练—校内实践—企业实战—创
新探索”“四阶递进”的育人框架。
基础训练阶段聚焦通识素养与学科思
维培养，通过跨学科课程整合夯实学
生的认知根基；校内实践阶段以行业
技术标准为导向，强化核心技能与工
具应用能力；企业实战阶段通过真实
场景中的复杂问题解决，推动知识体
系的融会贯通；创新探索阶段则依托
科研项目或产业课题，激发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与原创能力。四个阶段既独

立成环又相互衔接，形成“输入—内
化—输出—迭代”的螺旋式上升通
道，确保学生能力培养的连续性和进
阶性。

深化产教融合
全链条实战赋能机制创新

学校教学体系以“实战化”为突
破口，构建“校—企—研”“三位一
体”的协同育人生态。通过校企共建
产业学院、联合开发项目化课程，将
行业技术标准、岗位能力需求直接映
射到教学场景中，实现教学内容与产
业发展的动态耦合。在教学实施中，
采用“双师协同”授课模式，由高校
教师与行业专家共同设计任务模块，
通过案例推演、项目攻关、技术研发

等实践载体，让学生在真实工作流程
中完成知识转化。同时，搭建虚拟仿
真平台与创新创业工坊，形成“模拟
训练—实战操作—成果孵化”的闭环
培养链，有效弥合理论学习与生产实
践之间的鸿沟。

完善质量闭环
实施动态反馈的评价改革

学校建立“过程性评价—发展性
追踪—反馈性优化”的全周期质量保
障机制。在评价维度上，构建“知识
应用度、技术熟练度、创新完成度、
职业适配度”“四位一体”的评价模
型，采用作品成果验收、项目答辩评
审、企业实践评分等多元化考核方
式。在评价主体上，引入行业导师、

第三方机构等外部评价力量，形成多
视角能力评估体系。

在校内设计学与戏剧影视学领
域，该评价体系以“数据驱动、产业
衔接、动态闭环”为核心，实现了三
大突破。其一，AI（人工智能）三维
能力画像，通过抓取设计迭代次数、
镜头语言复杂度等过程性指标，生成

“创意—技术—协作”热力图；其
二，区块链存证溯源，全流程上链记
录设计草图修改版本、影视工程文件
等成果数据，破解成果造假与版权争
议；其三，产业价值量化评估，引入
TRL （技术成熟度） 模型与ROI （投
资回报率）算法，将学生作品的技术
可行性、商业潜力（如影视票房/IP授
权收益）纳入评价维度，推动教育产
出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形成“教

学—评价—产业”的良性循环。同
时，建立毕业生职业发展数据库，通
过追踪分析学生的岗位胜任力、职业
成长性等长期指标，反向诊断教学环
节的薄弱点，驱动课程体系、教学方
法与资源平台的持续迭代。对于教师
团队，则通过“教学创新成效—学生
成果产出—行业反馈评价”三维激励
机制，激发其教学改革的主动性与创
造性。

成果导向的“四阶递升”实战型
教学体系，通过重构育人目标、创新
实践路径、完善质量闭环，实现了高
等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深度契
合。学校教学改革显著提升了学生的
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学生在榜单内大赛中获奖百余项。例
如，学生获得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

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国家级别及省级奖
项200余项，在米兰设计周设计类赛
道获国家级别、省级奖项200余项，
获蓝桥杯视觉艺术设计赛国家级别、
省级奖项200余项，获中国好创意暨
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奖项100余
项。学校实践成果剧情短片《共舞》
入围“The Lift- Off Global Network”
国际影展，剧情短片 《二月》 荣获

“Vene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导
演奖、剧情短片奖和摄影奖及“Ath-
vikvarun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特别评审团大奖，另入围雅典国际电
影节、罗马独立电影节等10余项国际
电影节，相关专业毕业生更受市场青
睐，学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
真正实现了教育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无
缝对接。

学校的教学改革不仅重塑了知识
传授与能力生成的关系，更在深层次
上推动了教育理念从“以教为中心”
向“以学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
践方案，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注入了新动能。
（唐甜甜 邱秉常 王鲁漫 梁延芳）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坚持成果导向 构建“四阶递升”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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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演示科技实验 学生参加科学实验展演大赛 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学生参加古法造纸实验

学生操作智能巡航车学生操作智能巡航车

“我们分离出的‘山农TLT07.78菌株’可
以直接将黑枣汁发酵成醋，发酵时间由15—
30天缩短到8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突
破了传统发酵工艺的局限。”日前，山东农
业大学乐陵科技小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陈
尚静的新成果将为企业实现效率与成本双突
破。

像陈尚静这样，“真正深入生产一线，聚
焦产业需求，解决产业问题”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在山东农业大学还有很多。

“为深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我们于2024年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项
目制’招生培养改革工作试点。”山东农业大
学副校长林海说，“开展‘项目制’招生培养
改革，其根本目标是改革以传统学科为依
托、立足校内实验室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以全产业链为依托、立足现代农业实践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出题” 导师“揭榜挂帅”

2025年4月，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农大肥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召开了2024级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制”——“齐鲁研实
班”人才培养专项选题论证会。

来自山东农大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3
位行业专家针对苹果、花生和甘薯3种作物所
面临的产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
明确的企业需求。来自山东农业大学4个学院
的11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内导师和
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针对面临的产业问
题和企业需求提交了选题方案，聚焦山东省
苹果、花生、甘薯3类作物痛点问题，从理论
到实践、从实践到产品，再从产品到应用，
开展深入的研究创新，全面提升农产品的产
量和品质，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

“‘选题论证’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第一环节和‘源头’环节，已列入人才
培养方案，并从2024级研究生开始执行。”林
海认为，“采用企业‘出题’、导师‘揭榜挂
帅’的方式确定好选题是‘项目制’培养的
前提，也是关键。而召开选题论证会能为选
题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创新性提供重要保
障，并从源头上确保学生的学位论文或实践
成果‘源于产业需求’，进而契合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要求。”

立足产业需求 解决产业问题

“曾执着于实验室里的完美数据，直到与
企业导师在污染农田取样时发现实验室中

‘高效菌株’在真实土壤环境中存活率并不
高，让我深刻理解并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真正
意义是用实验数据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山
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马杰坚信，“真正的创新诞生于‘实验室
烧杯’与‘车间扳手’的交界处。”

“我们培养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既要
‘接地气’，又要有‘含金量’。”校内导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万勇善
说，“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最初选择课题时，就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要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而且要多学科交叉，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创新性和工
作量。”

林海介绍，山东农业大学各项目研究生统一组织选题论证、开题报告、专
业实践、毕业答辩、产区汇报、产业发展报告等培养环节，打造“源于产业需
求—立足产区实践—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制”培养逻辑闭
环。

为切实让校内和校外导师相向而行，碰撞出创新的火花，结出更多丰
硕成果，山东农业大学建立了“校企双审、动态优化”的评价机制和“需
求端提问题、培养端解难题、产业端验成效”的闭环评价体系。同时，学
校也从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双向发力，切实推进导师思想变革，让导师的
科研思路走出实验室，引导校内、校外导师发挥了解产业、洞察技术需
求、实践能力突出等特点，进而形成企业“作业”、导师“事业”与研究
生“学业”的三方发展共同体，真正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
享”的校企合作共赢新格局。

山东农业大学除了“齐鲁研实班”招生项目外，还遴选设置了11个全产
业链和24个农业产业体系等产业类招生项目、盐碱地综合利用研究生创新学
院和山东现代农业联合研究生院等平台类招生项目、科技小院招生项目，以及
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开展的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项目等，真正让专业
学位研究生“下”到一线，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聚焦到“服务产业需求、解
决产业发展”上来。

“未来，学校将持续深化‘项目制’招生培养改革，坚持以产业需求为
导向，从‘产前、产中、产后’构建全产业链招生项目，不断增强专业学
位研究生融入产业、服务产业、推动产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为推动一流农业大学建设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农业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山东农业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冷畅俭说。

（于云艳 赵伟烨）

—
—

山
东
农
业
大
学
开
展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
项
目
制
﹄
招
生
培
养
改
革

扎
根
生
产
一
线

实
战
中
育
人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