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业减负，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兴趣班
——聚焦“双减”政策下的应变之道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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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虽然有科技创新的激情，但往
往不知道从何着手？下面，我
们讲几个“如何发现科技创新
点”的故事。

爱因斯坦：踩出自己
的脚印

有一次，青年的爱因斯坦
请教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
基：“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在科
学领域和人生道路上，留下自
己的闪光足迹，做出自己杰出
的贡献？”

闵可夫斯基笑而不语，带
着他朝一个建筑工地走去，并
且径直踏上建筑工人刚铺的水
泥地面。

在建筑工人的呵斥声中，
爱因斯坦一头雾水，闵可夫斯
基却不顾别人的指责，非常认
真地对爱因斯坦说：“看到了
吗？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足迹。
只有在新的领域，只有在尚未
凝固的地方，才能留下深深的
脚印。那些凝固已久的地面，
那些被无数人涉足的地方，你
别想再踩出脚印。”爱因斯坦沉
思良久，若有所悟。

后来，爱因斯坦终于在人
生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闪光足
迹：创立了相对论，成为现代
物理学奠基人。

对于自己的成就，爱因斯
坦曾多次提到闵可夫斯基的那
一段话，并意味深长地说：“如
果每个人的一生都只模仿前
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
也不会有技术；进步与发展更
无从谈起。”

丁肇中：独辟蹊径发
现J粒子

19世纪70年代初，对重光子的研究裹足
不前，陷入困境。当科学家们纠缠于实验过
程本身时，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却机敏
地把目光转移到测试仪器上，并花了两年多
时间，耗费巨资研制了一架高分辨率的探测
器。这一举动立刻遭到了许多物理学权威的
嘲笑和否定——因为，这样做太奢侈了，而
且毫无价值!

然而正是借助这台仪器，1974年丁肇中
发现了J粒子，这一发现轰动世界物理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之门”往往就
在眼前，在别人“视而不见”的地方。

“王麻子剪刀”：意外的收获

清朝顺治年间，北京人王犟在一家剪刀
作坊当学徒，有一天，他师娘炖了一只老母
鸡放在打制剪刀的桌子上，桌子下有一个装
鸡血的木盆。王犟刚打制好的剪刀失手掉进
木盆里。他去捡剪刀时又不慎把鸡汤碰翻。
但当他拿起剪刀时，发现剪刀格外光亮、锋
利。他反复琢磨，后来发现，是刚打好的剪
刀放在动物的血里淬火的结果。以后，他就
用这个秘方打制剪刀。这就是后来有名的

“王麻子剪刀”。
朋友，当你看到异常现象时，“创新之

门”可能就在那里。

海尔：想顾客所想

有一年，海尔公司在美国展销自己的拳头
产品——海尔洗衣机。一天下午，一位老太太
在洗衣机样机前反复端详，上下比划，然后摇
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太高了，没法坐着
洗！”工作人员听了后，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展
销会的领导。公司立即组织科技人员按照老太
太的要求，设计了一款能让老人坐着操作的小
型洗衣机，并很快生产出样机送到展销会。海
尔公司这种“顾客至上”的销售理念和快速开
发新产品的能力，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海尔根据顾客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的例
子还很多。如根据四川农民买洗衣机洗红薯
的需要，开发了能洗红薯、土豆的洗衣机。
这两个故事说明，客观世界亟待解决的困难
和问题常常是激发创新思维的重要动力，而
调查研究则是进入“创新之门”的重要途径。

用科学实验找到“水稻难过六月
关”的真正原因

1970年，笔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
师24团5连劳动期间，承担90亩水稻田的管
理任务。

当时有一种说法：“水稻难过六月关”。
因此，要求六月份的稻田不要施尿素。水稻
真与六月有关吗？6 月份施尿素，水稻真的
会死吗？出于好奇心，我选了几块稻苗生长
整齐的稻田做了个肥料试验：分别施入每亩
5公斤、10公斤、15公斤、20公斤、25公斤
的尿素。结果没有一块稻田死苗。

为了搞清死苗的原因，我用手挖出死亡
的稻苗，发现这些稻苗的根是黑的，下面的
土壤也是黑的，而且有一股臭鸡蛋味——一
种盐碱土壤中的草根、树叶在淹水条件下所
产生的有毒气体。我恍然大悟：原来它才是
水稻死苗的罪魁祸首。

这件事使我明白，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就
是我们的创新点，而科学实验是实现科技创
新的主要途径。

科学是浩瀚无边的海洋，海洋中的水是
知识，航行在海洋深处的船是科技创新，指
引航船方向的灯塔是创新思维，决定航船速
度的动力是创新能力，保障航船续航能力的
能源是勤奋和毅力，飞上航船甲板的浪花是
机遇，战胜狂风巨浪的武器是团队精神。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创新潜质，希望你们
在“万众创新”的洪流中去最大限度地挖掘
自己的创新潜质，展示自己的创新才能，创
造出丰硕的创新成果！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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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最为发达的国
家，“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
征。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将在
企业里进行的职业技能和相关工艺知识的
教育，与在职业学校里进行的职业专业理
论和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结合起来。企业
为“一元”, 这些企业是所谓的“教育企
业”，必须具有相关资质才能承担职业教
育。学校为另“一元”，学校与企业密切
结合，既防止了学校的知识脱离实际，又
避免了学校教授的知识落后于技术发展。
产教结合、密切 “融通”，是德国职业教
育发展的最大优势。

德国的教育分流比中国早，我到德
国考察时，德国的老师告诉我，他们最
早的一次学生分流是在小学四年级。过
早的分流虽然对晚熟的学生十分不利，
但是德国“立交桥”式的融通机制，又
给学生创造了很多发展机会。四年级后

学生们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
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主体中
学的学制5年，是德国主流学校，大部分
学生毕业以后参加职业训练，少部分学
生继续升学；实科中学学制6年，招收的
对象是对实用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学生，
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对口的专业院校，一
些优秀的学生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
研究型大学；文科中学学制9年，相当于
中国的完全中学，大部分学生毕业以后
升入研究型大学，但是文科中学近年来
大学入学比例正在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
学生毕业以后选择了职业院校。主体学校
类似我们的初中，完成文化课学习之后，
大多数学生是进入职业学校或到企业学
徒，或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因为德国实施
的是“双元制”，进入企业学徒后依然会
拿到相应的文凭。实科中学学制比主体中
学多一年，在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
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当他们毕业后，会
被很多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高等院校录
取，他们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是有优势
的。文科中学的学生大部分瞄准研究型大
学或文科类院校，但是落榜的学生依然要

选择学习专业技能，去专业院校或者大企
业去学徒。德国虽然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就
分流，实行了三轨制，但是彼此之间是融
通的，主体中学的学生可以转学到实科中
学，实科中学的学生也可以转学到文科中
学，这对晚熟的学生来说始终存在着继续
发展的机会。

既“分流”又“融通”，是发达国家
做好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新西兰将
教育分为十个等级，高中教育完成后为三
级，他们把职业技能训练与高等教育融通
起来，假如你花半年学了电工的某些基本
技能，这些技能和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
是相同的，你可以转换成大学的学分，如
果你完成了大学要求的所有学分，你同样
可以获得相应的大学文凭。文凭的标准是
不变的，但你获得文凭的形式，比如你是
全日制学习，还是夜校学习，这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水平。
由于采用了这样的机制，在西方一些发达
国家，没有对职业教育的蔑视和偏见，也
不会出现千军万马去挤一条升学路的社会
现象。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经验，

中国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更新
观念，弥合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裂痕和鸿沟，用“高等教育”包含

“研究性”学习和“技能型”学习的概
念，取代“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分
类，避免“护理专业”遇到的尴尬，摈弃
技能性学习低人一等的观念；明确任何专
业发展都是在掌握基本技能基础上的进一
步研究和探索，理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发展的体制，破除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
职业教育发展绊羁。

其次要健全机制，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全面融通，
鼓励学生学好专业技能，倡导掌握了专业
技能的专门人才进一步研究探索高端专业
前沿，这样才能推动专业学科向高精尖的
方向发展。

总之，破除职业教育发展中观念、体
制、机制上存在的各种绊羁，借鉴国外发
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的经验，转变观念、
理顺机制、健全体制，才能促进中国职业
教育迅猛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德国职业教育“立交桥”式融通机制带来的启示
——探索职业教育发展之路（下）

□□ 李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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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波澜壮阔，100年风雨兼程，中华民
族的复兴史同样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
从“一叶扁舟”到“一艘巨舰”，是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高瞻远瞩、总览全局，带领中国人民团
结奋斗，才使我国科技由落后走向发达。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嘉兴市科技馆举办的
“百年建党与百年科技”主题展，在红色革命
圣地、南湖红船精神发源地向公众开放。它展
现了近代我国各界人士不断探求救亡图存之
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历程中科技的
进步与发展。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清政府闭关
锁国的大门，曾经拥有“四大发明”璀璨科技
历史的中国被留在了过去。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我国人民不懈
奋斗，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成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1956 年，在“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下，钱学森等科学家克服艰难险阻回到
祖国，投入科技建设。在展馆中，观众既可以
通过模型和视频介绍，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两
弹一星”成功的喜悦，也可以通过与展品互动
了解袁隆平培育籼型杂交水稻的过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国科技大会和全国
教育大会相继召开。那位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
圈的老人，带领中国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引入
新技术，让中国步入一个新时代，使中国变得耀
眼。在展览中可以看到，汉字激光照排技术、

“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等等令人激动的新技术新成就，不仅突破了当时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也带动了当时科技水

平的提升。

科技进步，国家兴盛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中，中国
已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展览中赫然出现的
是新时代一项项振奋人心的高新科技成果：神舟
腾，好似悟空游天庭；蛟龙泳，堪比哪吒闹龙
宫。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以每小时350千米的
高速奔驰的复兴号；在万米高天之上，全球组网
北斗卫星稳定运行……这些振奋人心成果的取
得，离不开党的政策的强力支持。展览中，磁约
束核聚变展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演示了
氢弹爆炸的原理，当温度为一亿开尔文时，就达
到核聚变的条件。这个展品配备了互动系统，观
众通过反复旋转控制杆使温度升高，按下按钮，
核聚变开始，氢弹爆炸，如此生动形象地演示了
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除此之外，虚拟下潜、港
珠澳大桥建设等趣味盎然的展品，也能让观众在
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到祖国的强盛，并为之骄
傲和自豪。

嘉兴市科技馆举办的“百年建党与百年科
技”主题展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科技是一个国家
提升战略能力，加强竞争力，推动长久发展的
关键；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为了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加强科技技术创新。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名师工作室、理学
院赴浙江省嘉兴市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

嘉 兴 科 技 馆 ： 百 年 建 党 与 百 年 科 技
□□ 沈婧芳 温欣灵 郭昕晨

图1为社会实践团队成员在研究学习数学展区的特色实验
图2为嘉兴科技馆举办的“百年建党与百年科技”展区
图3为嘉兴科技馆举办的“百年建党与百年科技”展中第一部分，主题

为“落后就要挨打” 李雨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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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政策下，课内课外不再盯着
考考考，有助于缓解家长的育儿焦虑，同时
也能使父母沉下心来，找到真正有利于孩子
的发展方向。国家加强对课外培训机构的管
理，不等于孩子不能进行课外班的学习。父
母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课外
班，不再是千人一面、分分计较，而是因材
施教、扬长避短。

以往选择课外班，常常考虑的是如何有
利于升学，有利于进入目标学校、重点班，
不惜花钱花时间抢跑、超前学习，甚至加大
学习难度，超出孩子的身心年龄。随着国家
政策的调整，教育资源更加均衡，父母就有
更多的时间来琢磨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才更
契合自己孩子的先天优势、个性特点以及兴
趣爱好。选择课外班，有两个基本原则，一
个是取长补短，一个是扬长避短。

取长补短，增强自信

取长补短是要看到某些方面，孩子也许
先天不足，但是可以通过后天弥补，而且补
足这个短板对他一生的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比如有的孩子运动能力偏弱，先天
体质不那么强，那就要给他选择一些运动类
的兴趣班，锻炼体质，增强体魄，这样才能
够鼓舞他的信心，并持之以恒。比如我的孩
子个子瘦小，在体育项目中总体上不如同龄
孩子发展好，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特点——虽
然力量不足，但是灵活性柔韧性好，那就可
以选择一些小球类的、减少身体冲撞的项
目。而且不会选择竞赛类的培训班，而是选
择对运动成绩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兴趣班。虽
然孩子不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选手，但是有
一个运动兴趣爱好能够坚持下来，有助于跟
他繁重的脑力学习进行平衡，也能更健康地

生活和工作。

扬长避短，乐在其中

扬长避短是另外一个选择原则。未来的
人不是拿自己的短处跟他人竞争，而是争取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如鱼得水。如何找到孩子
的长处呢？

立足于一个“乐”字。可以让孩子去试
听课，看看他在哪些方面能够乐此不疲、乐
而忘忧、乐在其中。他能够享受并能够坚持
的项目，一定是契合他的天性、符合他的个
性特点，并能够激发起他最大的热情。即使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也会不惧困
难，克服困难，并享受不断提升的过程。家
长要留心观察孩子有别于他人的特点，真正

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还要予以鞭策和鼓
励。

确定了大的方向，还要为他选择适合他
气质的老师。课外兴趣班的老师不同于课内
教师，更多的是给予启发，让孩子看到更宽
广的视野，并能够建立起自我效能感。老师
不在身边，他也能够坚持练习并享受乐趣。

看准国家鼓励的发展方向

课业压力减轻了，不等于说完全不考
虑社会的需要。能够把个人兴趣和社会需
要结合起来，才更有发展机会。如何判断
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可以从当下的政策里
去寻找。

比如各地方都会陆续公布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的白名单。家长可以在白名单内，根
据自己的需要就近选择。减轻课外培训并不
等于是一刀切，课外的学科类学习也应该可
以成为校内学习的适当补充。比如说课内学
科学习吃力的或者吃不饱的，依然可以在白
名单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科类培训。这些培
训机构是对课内学习的补充，不能占用国家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

如果着眼于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升入
高等学校的目标，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课外
学习选择，就是参考教育部公布的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竞赛活动名单，一共有36项，是
教育部官方唯一认可的竞赛项目名单。

学科竞赛的选拔只限于高中，代表着国
家对孩子教育未来发展的引导，高中所有的
学科都配备有相应的竞赛，既有语数英，也
有数理化。而非学科类的竞赛，包括艺术和
体育，还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
STEM），包括科技创新、计算机、航空航
天、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是这个名单中
的重头。这也是和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相一致，就是要在未来
攻克的科技前沿领域。而这一类竞赛同时下
沉到了小学和初中，包括有人工智能、信息
技术、创新机器人、天文、发明……这些也
是家长可以关注的，既能让孩子在小小年纪
边玩边学，也能够满足他们探索世界的好奇
心，鼓励他们动手，培养创新意识，学会科
学研究。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助燃
剂。教育改革的目标是给孩子松绑，真正回
归到对人的尊重和人的发展上。因此在“双
减”政策之下，选择课外班的核心目的就是
要回归到每个孩子身上，让他们乐学、爱
学、会学。

“双减”政策一出，家长们喜忧参半，喜的是孩子可以减轻负担，把童年还给儿
童；忧的是没了课外辅导，孩子如何发展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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