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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设计的多功能包
成学校推科创的“引子”

十年来，历城二中学生在各
类创新、创意大赛中获得近千奖
项，申请国家专利4268项；历城二
中成为山东省为数不多连续两届
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的高中之一……

历城二中科技创新负责人高
月锋介绍，2008年之前，学生以文
化课为中心，但2008年之后学校
发现，单纯学习文化课即便再努
力也难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当
时山东省提倡为学生减负，不能
在寒暑假为学生补课。

高月锋说，在此背景基础上，
正好找到了一个“引子”。2008年2
月份，一个叫赵帅的学生画了一
张书包设计图，这款多功能包展
开就是雨衣，能给学生们带来便
利。当时负责综合实践课程的高
月锋在得知此事后，指导这位学
生研究、修改、论证，最终多功能
书包创意形成了实物。当年汶川
大地震时，满载着赵帅和家人爱
心的1000个多功能包被送往地震
灾区。对于赵帅而言，这是梦想开
启的时候。对于历城二中而言，这
是为学生打开梦想大门的关键！

当年三月初，历城二中校长李
新生召开全体行政干部大会，研讨
确定了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方案，
从此学校开启了科创教育之路。

头脑风暴后
学生发现数学公式

邮箱会自动显示“腹内”信件
的数量；水杯倒满水后会第一时
间提示盲人；在黑暗中写字，笔尖
居然会发出明黄色的光……历城
二中学生的奇思妙想源源不断。

2009年，科技创新校本课程
正式列入课表，每周一个课时。学
生的思维慢慢发生变化，课堂也
活跃起来。大家发现，原来发明创
造，就是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
的问题。人人可为，处处可做。

高月锋说，学生张蓝天创造性
地用初等数学的方法，解决了用高

等数学方法才能解决的任意旋转
体表面积的求法问题，受到山东师
范大学傅海伦教授的高度评价。高
月锋介绍，这门课程最主要的理念
就是改变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不仅如此，学校的一大批创客
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为学生们在经历头脑风暴后开创
了最真实的情景模拟及创作空间。

科技创新校本课
全靠机器“讲”

在历城二中创客中心，学生
会按照电脑上的图文、动画、视
频、交互题目，进行在线闯关学习

和线下实践操作。这究竟是一种
怎样的上课模式？

“用机器取代老师，简而言之
就是集中最好的师资来编一个最
优质的课件，让机器来讲。能用机
器干的活，我们都让机器去干。”
高月锋说，在2018年搬迁新校之
后，他们经常外出考察各学校的
先进硬件。

为什么要开展科技创新教
育？是为了提升学生整体的创新
素质。“以前学生都没有接触过，
但通过这种学习，能转变学生的
思维方式，让他们从另一角度更
多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为学生未
来的发展更好地打下基础。”高月
锋坦言。

9枚！五大学科竞赛金牌数全省第一
历城二中斩获金牌的背后，是科技创新教育引来学生的奇思妙想

2019年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五大学科竞
赛日前全部落下
帷幕。济南市历城
第二中学以9枚金
牌的成绩，位列山
东省中学第一名。

历城二中缘
何能脱颖而出？记
者探访发现，9枚
金牌的获得绝非
偶然，与学校一直
推行的科技创新
教育有很大关系。

2010年至今，历城二中共
获得国际奥赛金牌3枚、全国金
牌42枚、银牌26枚，是全省获得
国际和全国奥赛金牌最多的高
中学校。连续五年，北大、清华
的录取人数都位居全省前列。

然而，科技创新教育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学校最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课程、
空间。为解决空间问题，学校因
地制宜，改造了现有普通教室、
劳技教室等作为学生的科技创
新实践场地，实践空间也从最
初的70平米发展到300多平米。

“2018年学校将一幢面积6000
平米方的大楼作为创客教育中
心。”高月锋介绍，里面包含科
技探究区、创客教室、开放式创
客空间三类创客空间。

高月锋说，开放式创客空
间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
设置3D打印、智能制造等十余
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分为教学、
制作、练习区域，可容800人同
时开展创客活动……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
发展的过程，2008年，我们从科
技创新教育开始，进而建设了
普惠创客教育体系。普惠体系
成为基于个性化思维培养，引
导每一个学生发展创客素养的
教育生态系统。”高月锋说。

创客教育中心
面积达6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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