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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三类创客课程体系

历城二中小初高一体化科技实践教育团队依托智
慧教学系统，开发了三类创客课程体系。

（一）开设普及类创客课程
普及类创客课程在初一、初二和高一3个年级有序

开设，每周每班1课时。初一上学期开设的“奇妙机械”
课程带领学生走进奇妙的机械世界，帮助学生掌握常用
的机械结构与原理；初一下学期开设的“开启创新之
门”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创新发明的技能；初二上学期开
设的“智能控制”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智能控制的知识和技能；初二下学期开设的“生活
中的科学”课程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科
学奥秘；高一上学期开设的“未来世
界”课程带领学生展望当代前沿技
术领域，使学生紧跟时代步伐，
在发明创造的道路上奋勇前
行；高一下学期开设的“TRIZ
理论与项目设计”课程为学生
提供了科学探究的方法，教会
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方法进行发
明以及如何撰写研究报告和论
文。这6门课程基于学生的认知
规律，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环
环相扣的完整课程体系。通过学习
这些课程，学生能够拥有进行发明创
造必备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技能，为
成为创新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团队还开发了6个系列的小学课程，在学生心
底埋下创新的种子。搭建系列的“小小建筑师”和“小
小工程师”课程旨在培养一、二年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空间思维，设计系列的“小小设计师”课程旨在增强三
年级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发明系列的“小小发明
家”课程鼓励四年级学生大胆想象、勇于实践，科技系
列的“小小科学家”课程引导五年级学生探索科学的奥
秘，AI系列的“小小编程家”课程使六年级学生初步接
触编程世界，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开设社团类创客课程
社团类创客课程是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而开设的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专业
课程群，课程以某种专门技术或专业内容为特色，引
导学生利用专业器材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

学校利用互联网学习系统开设了100余门选修课
程，涵盖航空模型、编程机器人等众多领域。这些课
程具有精品化、小型化的特征，一般为12课时，让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深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修
课程将互联网学习系统和创客空间硬件设备相结合，
开展课题研究性学习，为学生寻找专业方向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

（三）开设竞赛类创客课程
竞赛类创客课程主要根据国家、省、市、区举办的

各类竞赛开设，始终秉持“优中选优，精耕细作”的育
人理念，培育了一批在赛场上展现风采的优秀学子。

每年，150余人次怀揣热忱与抱负参与各级竞赛，
于10余个核心赛项中展开角逐。历城二中学子从在区域
赛事中崭露头角，到在省级舞台上大放异彩，直至在国
家乃至世界级赛场上与对手展开巅峰对决，他们以破竹
之势获得多项荣誉。在世界机器人大赛中，历城二中学
子获得冠军，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青少年的智慧与力量。

三级创客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性、连贯性培育，将
创新思维深深植入学生的认知。学生不仅在循序渐进
的学习与实践中具备了扎实的知识储备，更在反复锤
炼中铸就了强大的心理素质，拥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建立四层级课程开发模式

为了让智慧教学体系更好落地，历城二中建立了

四层级课程开发模式，以实现“把教书交给机器，把
育人留给教师”的目的。

（一）课程系统层
课程系统层是由课程专家、课程开发教师和软件

公司的专业人员共同探讨而搭建起来的一个智慧平
台。课程专家将认知发展规律与前沿学术成果编织成
严谨的知识网络；课程开发教师以丰富的一线教学经
验为基础，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内容与实
践场景；软件公司的专业人员将教育者的构思转化为
可视化、可交互的智慧平台，运用软件开发技术，搭
建起流畅稳定的系统架构，同时融入智能推荐、动态
反馈、虚拟仿真等前沿功能，使平台兼具实用性与创
新性。三方人员构筑起一个集课程资源管理、智能教

学辅助、学习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平
台，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为学生带来

了个性化、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也为教师
提供了高效精准的教学支持。

（二）课程工具层
课程工具层是实现个性化教学的

关键支撑，围绕每门学科专属的知识
结构与教学特点，以模块化、低门槛
的设计理念，构建起教育智慧与技术
创新深度融合的桥梁。

课程工具层为教师搭建了低代码
开发平台，非专业的编程教师也能化身

为课程设计师，通过可视化的拖拽式编程
操作，辅以少量代码编写，便能将教学理念

转化为功能完备的课程工具。这种“所见即所
得”的开发模式，让教育者能够将更多精力聚焦教学
内容的创新与优化。

以学科特性为导向的插件体系是课程工具层的亮
点。在数学学科的教学中，公式编辑插件让复杂的数
学符号与公式推导变得更加简单；在物理学科的教学
中，虚拟实验道具插件能够创设虚拟实验室，学生不
仅能在虚拟实验室里安全便捷地操作各种精密仪器，
还能通过动态模拟观察物理现象的本质规律。这些插
件是依据认知心理学与学科教学法精心设计的教学助
手，它们既能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探
索欲望，实现“寓教于乐，寓学于用”。

课程工具层的存在，不仅解决了课程开发
的技术难题，更重塑了教育者与技术的关
系。它让每一名教师都能根据学科特色
与教学需求快速定制专属的教学工
具，使课程开发从标准化生产转变为
个性化创作，不仅提升了课程开发的
效率与质量，更为学生提供了更贴合
认知规律、更具吸引力的学习体验。

（三）课程内容层
课程内容层是课程专家与一线优秀

教师共同进行的一场教育艺术创作。课程
专家把握着课程内容开发的方向，依据认知
科学理论与教育发展趋势，精心规划课程的知识
体系架构，确保每一堂课的内容都契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与成长需求；一线优秀教师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对学生学情的精准把握，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鲜
活的教学内容。双方在思维的碰撞中，共同探讨每节
课的教学设计，让课程内容既保有学术的严谨性，又
充满教育的温度。

课程内容的落地离不开课程插件与平台的有力支
撑。课程插件依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量身定制，为教学
内容增添丰富的表现形式。而智慧平台则为课程内容
搭建起一个动态、个性化的展示舞台：智能推荐系统
能为学习进度和能力不同的学生推送适配的学习资
源；借助学习数据分析功能，教师能实时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实现精准教学。

实践器材的设计也是课程内容层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每一门课程的实践器材都经过反复推敲与精心
设计，既要契合课程教学目标，又要符合学生的操作

能力和安全规范。这些实践器材使学生在动手操作中
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课程内容层的开发，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学
习内容，更塑造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素养。

（四）课程实施层
课程实施层的革新，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技

术为支撑、以教师为引导的新型教育生态。智慧教学
系统的深度介入使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
习的合作者、引导者。智慧教学系统以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技术为基石，搭建起一套完备的知识传递体系，
将理论转化为生动的动画演示，把概念打造成趣味横
生的互动游戏，让知识的传播突破时空的限制。系统
内标准化的课程资源、智能化的讲解模块，使每名学
生都能接收到优质且均衡的教育内容。在此背景下，
教师依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与认知节奏规划学习路径，
当学生在知识的迷宫中迷失方向时，教师通过“一对
一”辅导，解开学生思维的死结，帮助其跨越认知障碍。

教学评价环节在课程实施层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教师通过智慧教学系统实时捕捉学生的学习轨
迹，从在线练习的正确率到实验操作的专注度，从小
组讨论的参与度到创新方案的独特性，每一个数据点
都成为分析学生优势与不足的重要依据。教师基于多
维数据生成的评价报告，既能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学习
建议，又能将反馈的信息输入智慧教学系统。这种双
向互动机制助力智慧教学系统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与教
学策略，形成“教—学—评—改”的良性闭环。

课程实施层的革新，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使教
师能将更多心力投入到观察学生的情感需求、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中。

课程实施层获取的教学数据反馈到课程内容层并
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处理不了的问题则反馈到课程
工具层、课程系统层。获取反馈的每一层都会根据反
馈内容快速进行迭代修改，让教学内容满足学生发展
的需要。

课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小初高一体化创客课程智慧教学系统不仅在历城
区的42所学校推广实施，也推广到历城区之外的一

些学校，惠及校外15万名学生。
历城二中在2021年系统建设省级综合

实践学科基地，和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协会、山东省工程师协会合作，整合资
源，建设综合实践学科支持课程，和威
海市实验高级中学、菏泽市定陶区山
大附中实验学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
共同促进综合实践学科发展。省级规
划课题“人工智能教育装备与教育教学
的深度融合研究”已顺利结题。历城二

中从事高中综合实践学科教学的教师高月
锋兼任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少年科学院院

长，获得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奖、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织
工作先进个人奖，被历城区14所中小学聘为科技副校
长。在省、市级教师培训活动中多次应邀作专题报告。

历城二中被评为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
大赛优秀组织单位、第四届山东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
智能设计大赛全省总决赛优秀组织学校，组织217名
学生参加2023—2024学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
实践大赛等8个赛事活动，155人次获得奖励，其中获
得国家级别冠军5人次、获得国家级别亚军4人次、获
得国家级别一等奖44人次、获得省级一等奖98人次。

历城二中通过小初高一体化创客课程构建了“基
础夯实—能力拓展—创新突破”的立体化培养模式，
既符合素质教育对核心素养的要求，又为未来科技革
命储备了人才，让每个阶段的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
创新土壤中扎根生长，形成从“创客幼苗”到“创新
栋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李新生）

2020年9月20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少年科学院（以下简称“少
年科学院”）成立，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以下简称“历城二
中”）创客中心成为少年科学院科技教育基地。

构建三级科技教育体系
少年科学院精心搭建起三级科技教育体系，为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

学生量身定制了成长阶梯，让科技教育的光芒照亮每一名少年的心田。
（一）开展普惠科技教育
在STEAM教育理念深度融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少年科学院为各

校科技教育的自主落地搭建起立体化支撑体系。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介
入让前沿科技课程突破地域与师资壁垒，进入历城区多所学校。智能教学系
统成为常态化教学的隐形导师，教师则成为学习场景的设计者、探究过程的
引导者、个性需求的捕捉者，教师只需轻轻点击屏幕，便能引领学生踏上科
学之旅。仅2024年一年，就有来自73所学校的1.8万余名学生在2.7万余课
时的浸润中，探索科学的奥秘：他们凝视显微镜下摇曳的细胞，用电路拼搭
出一盏盏明灯，在编程代码里编织逻辑的经纬……教室里此起彼伏的惊叹
声，恰似无数颗好奇的种子破土时发出的清脆裂响。

（二）开展社团科技教育
在少年科学院的统筹规划下，多所学校组建了科技社团，构建了系

统化的科技教育网络。少年科学院凭借专业优势，统一调配资源，为社团
定制专属课程，并开展全方位培训，以每周3课时的稳定节奏，为知识的传
播与积累奠定坚实基础，将社团打造为学生追逐科技梦想的理想园地。
来自61所学校的843名会员在创客课程中将灵感熔铸成现实。人工智能系
统如同无形的导师，在线上课堂铺设思维的轨道，线下实验室则成为创意
交锋的战场：编程组的学生让机器人演绎出优雅的机械芭蕾，设计组的学
生用3D建模将天马行空的幻想定格为立体的诗篇。

（三）开展英才科技教育
周一至周五线上课程的深耕，周日线下研讨的碰撞，校外研学的实践，

冬夏令营的探索活动，贯穿全年的过程性考核与年末的终结性考核……少年
科学院打造的英才科技教育体系用一年的光阴雕刻少年们的科技品格。每年
从历城区选拔的150余名科技“种子选手”每周日汇聚在历城二中，于科学
思维的激流中搏浪：讨论课上，思想的火花在辩驳中淬炼成锋利的见解；“逻
辑与工程实践”课程中，抽象的理论成为可触的创造；在校外研学基地的探
索，则让知识在真实情境中生根发芽。2024年，12名少年经过一年的培训获
得“小院士”荣誉称号。“小院士”的评定不预设人数——5人、10人、12
人，直至2025年的40余人，数字背后是少年们用汗水与智慧刻下的成长碑
文。少年科学院的科技教育体系编织出一张托举未来的科技教育之网。在这
张网上，每名少年都能找到自己的成长坐标。

推动“科学家报告进校园”
2024年1月起，少年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山东省

青少年科普专家团携手，邀请7位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与21位省级科普专家
走进历城区的57所中小学作报告，为1.5万余名师生带来89场精神盛宴。这
些老科学家和科普专家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精神的引路人。报告结束
后，在走廊里总能看到一群学生举着笔记本挤在科学家身旁。一名五年级
学生表示：“爷爷说，科学家是用坚持和热爱点亮黑暗的人。从今天起，我
也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些报告不仅在学生心底种下了科学的种子，更使学
生产生了对真理的敬畏、对探索的渴望。

组织多元的科普活动
少年科学院通过组织多元的科普活动，实施“小院士候选人”培育

工程，使课堂学习和实践学习相得益彰。
（一）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2024年3月至9月，济南市科技馆的科普大篷车化身“移动的科学

城堡”，载着30余件互动展品驶入64所中小学，让2.8万余名学生体验
了一场奇幻的科技之旅。一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操作机械臂展品时
精准地指挥机械臂完成了搬运任务，随后对身旁的教师说：“我想造一
个能帮农民伯伯收麦子的机器人！”这一刻，科技展品不再是冰冷的装
置，而是会说话的导师。在一次次触摸、操作中，学生领悟着科学的真
谛。一名参与活动的教师表示：“这些展品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二）组织科技研学活动
少年科学院依托历城二中创客中心和历城区内14家企业科普基地，

为31所学校的1553名学生打造了12次科技研学之旅。在历城二中创客
中心，3D打印机“吐”出了精巧的模型，激光雕刻机在木板上刻出了神
奇的图案，学生围在创客导师身边，认真制作着自己的发明。一名初中
生设计的“智能分类垃圾桶”获得了创客导师的肯定：“这个作品不仅
实用，还融入了他对环保的思考，这是真正的创新！”在企业科普基
地，学生能够目睹科技如何应用于实际生产，感受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
强大力量。这些研学活动，让科技从课本走向现实，从抽象变得可感，
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真正理解“科技改变生活”的含义。

（三）组织科技教师联合开展教研培训
少年科学院精心策划了364场教研培训，涵盖省、市、区三级科技

培训、科学家专题报告、课程设计工作坊、企业实践研学等活动，累计
培训725课时。在“STEAM课程开发”研讨会上，教师分组设计跨学科
项目，有的教师将数学与艺术结合，创作“光影数学画”；有的教师则
用物理原理解读传统榫卯结构。在“无人机教学实战营”中，“零基
础”的教师从组装飞行器到编写飞行程序，逐步掌握前沿科技教学技
能。一名乡村小学的科学教师表示：“以前觉得科技教育离我们很遥
远，现在我也有了带领学生探索星空的底气。”

（四）举办青少年科技文化节
2024年历城区青少年科技文化节是一场科技与艺术的盛宴。72所学校、

2.5万余名学生参与其中。14个赛项、36个组别，组成了一座“科技万花
筒”：在编程赛场上，代码在学生的指尖流淌，化作会跳舞的机器人；在科技
绘画展区，学生用画笔描绘出“太空城市”“量子花园”；在创意发明展台
前，太阳能驱动的“沙漠植树车”“盲人智能导航杖”等作品让人眼前一亮。

（五）组织学生外出参加科技竞赛
2024年，历城区14所学校的546名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斩获

384项大奖。历城二中的无人机战队凭借精准操作摘得全国青少年无人
机大赛桂冠；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上，学生团队用算
法破解垃圾分类难题，获得了评委的肯定。

科技教育是需要深耕细作的永恒事业。未来，少年科学院将继续拓
展活动维度，让更多历城
学子在科学之路上绽放属
于自己的光芒。

（李新生）

构建从“创客幼苗”到
“创新栋梁”的发展生态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构建小初高一体化创客课程实录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以下简称“历城二中”） 于2002年开始了科技教育的探索：2004
年，学校开展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人才培养工作；2008年，学校将科技创新课程纳入课
表；2013年，校园科技馆建成；2018年，创客中心投入使用……学校在科技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成果，为实施小初高一体化科技实践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学校构建了与学生年
龄、身心发展深度契合的创客课程体系，为学生打造了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乐园。

为少年科为少年科技技创新创新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少年科学院
开展科技教育实践

“插上翅膀”

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七十六系列之七十六

学生参观科技馆学生参观科技馆

学生操作无人机学生操作无人机

学生科创作品展示学生科创作品展示

学生在科技馆上课学生在科技馆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