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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

全国人大代表沙宝琴做客郑州融媒体会客厅

加快课改 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种子

认真进行调研后，沙宝琴对我国
的科学教育提出建议。

沙宝琴说，科学课当前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师资匮乏。虽然师范类院校
已开设科学专业课程，但却将其作为副
科来对待，重视程度明显不够。“专业的
科学教师是推进我国科学发展的奠基
石，担负着为祖国培养具有探索精神、
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人才的时代重任。
师范类院校应培养专业性较强的科学
教师，并且要明确科学专业课的学习是
每一个师范生的必修课程。”

她认为，科学教育一定要有充足的
教学资源，这是提高科学质量的必要条
件。“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教育资源的投
入，使各学校能获得充沛的实验设备,以
便开展科学探究活动。同时，应使教学
资源相对公平，消除不同地区、不同学
校在科学设施上的差异。”

她说，为科学课程制定科学、合
理、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也很必
要。“小学科学课的评价不像语数英那
样直观，难用分数衡量。制定出合理
的、恰当的评价体系，提升科学学科在

教学中的地位，使它能与数学、语文、
英语处在同一位置尤为重要。”沙宝琴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校、教师、
家长对科学课的重视程度。

沙宝琴认为，科学课程内容应及
时调整，实验器材要和内容配套，实验
设计要进一步改善。“据老师反映，目
前科学课部分课程内容不适合学生的
学习，有些实验材料脱离实际，给老师
的教学造成很大的困难，这也是教师
会在课堂中照本宣科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还应该加强对科学教师
的专业培训。虽然专业科学教师目前
是我们科学教育的短板，但非专业教
师也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教育部门
应加大对学校领导、科学教师的培
训。”她还建议，国家要大力宣传科学
教育的重要性，呼吁更多的科学教育
专家参与到课程编排、教材建设和教
育教学中来。

科学教育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沙
宝琴说，希望政府、学校都对科学课重
视起来，让科学的种子从小在孩子们
的心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今年是我第四次跟随郑州融媒体
团队参与全国两会报道。作为新闻记
者，两会报道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工作
场，更是学习的课堂。

作为五年新征程中崭新的开始，
2018全国两会连日来备受关注。就河
南代表而言，今年参会的新代表超过
六成，这些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他们
的议案是如何诞生的？他们为两会带
来了哪些新气象？他们看待两会又有

哪些新视角？这些问题也成了我们关
注的重点。

在采访过程中不难发现，扶贫攻
坚、乡村振兴、教育、医疗等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话题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关
注。同样，这些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
话题也是媒体人密切关注的重点。从
3 月 2 日郑州融媒体全国两会报道全
面启动至今，数十位代表的建议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终端，以文

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传递到百
姓中去。同时，人民群众也在媒体提
供的互动平台中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发声。

在融媒体发展的浪潮中，在信息
碎片化、渠道多元化的当下，如何让代
表们的声音更好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成为每家媒体、每个媒体人面临的巨
大考验。而在今年的郑州融媒体会客
厅里，多元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五大媒

体的融合也给我这个文字记者带来了
很大的感触。一位代表到场，郑州五
大媒体集中采访，大家分工协作，文
字、摄影、摄像、录音等一气呵成，采访
素材多元化加工，生产出来的新闻产
品更是丰富多彩。而相较于之前的重
复采访，代表们也对这样的采访形式赞
誉有加。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作为媒
体人，唯有不停地学习和进步，才能不
负新时代。郑州融媒体记者 肖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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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让我们更高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
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
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
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今年全国两会，教
育也是人大代表关注
的话题之一。全国人
大代表、郑州市上街区
中心路小学教师沙宝
琴关注的话题是小学
科学课程改革。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
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
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和
造就二十一世纪创新新人、科
技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必须重视和加强科学教
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
神、科学素养。”沙宝琴开门见
山，亮出自己的观点。

她说，关注小学科学课程
改革和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关。
据她介绍，她所在的上街区中
心路小学从 1998年就开始开
展航模活动，是郑州市开展此
项活动最早的学校。学校还积
极引进新能源电动车项目，并
代表中国参加英国绿色新能源
车大赛，成绩不俗。学校每年
一度的科技节，每个孩子都会

把自己的小发明、小制作带来
展示。“从我们学校的活动可以
看出，孩子们对科学很感兴趣，
也愿意动手实践。”

2017年 2月，教育部印发
并实施《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
程标准》，小学科学课被列为
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
础性课程”。从 2017年 9月这
个学年开始，全国小学从一年
级起开设科学课。“科学课从
一年级开始实施，不是一个简
单的课程编排的变化，而是从
小培养孩子的科学精神、科学
素养，为今后培育创新型人才
打下基础。”她认为自己有责
任把有关科学教育的建议提
出来，让社会和学校都重视科
学教育。

沙宝琴说，现实中科学课程的地
位远不如语数外，甚至还比不上体音
美，完全处于边缘。

她调研后认为，我国的科学教育目
前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专业科学
课教师少，兼职教师多；课程规范管理
缺失，课时无法保证、课堂照本宣科；没
有充足的实验器材，导致科学实验课无
法进行，孩子的各项能力起不到锻炼作
用，大大降低孩子对科学的学习兴趣；
少部分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不

够贴近，部分实验缺乏安全性；基础培
训组织太少，学科教研活动缺乏，学科
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易提升。

“现实中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很
容易随着年龄增长迅速下降。越早进
行科学教育，越能在孩子心中播下科
学的种子，越有利于创造能力和探究
精神的培养。小学科学课程改革刻不
容缓。”沙宝琴说，教育部已意识到科
学教育的必要性，自己有必要提出建
议，让大家重视科学课教育。

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

小学科学教育亟待改进

多项举措提升科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