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科学教育，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在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是
新时代给科学教育提出的新命
题，也是学校科学教育发展的新
契机。我校围绕“科学教育应该
加什么、怎么加”，进行了价值追
问与实践探索。

做认知加法，
理解科学教育价值

在“双减”中做科学教育的
加法，首先要加的是校长对科
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我校在
2015 年建校之时，就将科学教
育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其
次，正确把握科学教育和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内涵。科学教
育不只面向“金字塔”顶端的学
生，科学教育特色是一种在每
个学生身上都能体现的特质。

今年，我校被评为丰台区拔
尖创新人才基地。没有人文的
科学是残缺的科学，拔尖创新人
才也不是专指自然科学或理科，
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的素养，需要形成拥有交
叉学科和跨学科的大科学教育
格局。

做时间加法，
为探究和实践提供可能

学生的学习需要时间，其科
学探究与实践需要更为充分的
时间保证。我校一是将“小好奇
探气象”纳入必修课程进课表；
二是固化时间轴线的科学实践
活动，例如世界气象日、世界地
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减灾日
等；三是将科学教育融入课后服
务，实施面向全体学生的适应性
课程和面向拔尖创新人才的社
团课程；四是利用节假日开展科
普公益活动；五是将科学教育与
特色班集体建设结合，成立气象
联合中队、李笃正班等。

做空间加法，
让科学家精神照亮校园

在“时时有课程，处处有文
化，让学习发生在足迹所至”的
校园文化建设理念下，我校营造
了浓郁的科学教育氛围。

我们设计了一整面墙壁的
“Try”主题墙，鼓励孩子去尝试。
学校三个楼梯间的主题分别是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科学家”
“科普图书”和“改变生活的科
技”，我们将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的科学家头像呈现在楼梯间，在

“诵与弦”公众号上每周讲述一个
科学家故事，介绍他们的伟大科
技成就及奋斗历程，引导学生从
中感悟不怕困难、勇于探索、持之
以恒、认真严谨的科学家精神，确
立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志向。

围绕“探索南瓜生长的奥
秘”主题科技节，我们在楼道的

“问题墙”抛出“南瓜为什么要掐
尖？”“有的南瓜为什么刚结瓜就
死了？”等问题，鼓励学生跟帖，
并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做内容加法，
实现系统性科学素养进阶

科学教育内容的加法需要
与增加的时间相匹配。结合课后

社团活动，我们瞄准教育部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的竞赛课程，有选择地实施。

科学教育内容加法要遵循
系统化原则。以“小小营养师”
课程为例，我们设计了认识我们
的身体、营养知识讲座、解密食
品营养标签、小菜农“慧”卖菜、
小小营养师进社区等系列逻辑
递进的活动。

科学教育内容的加法要结
合科学核心素养。如结合“态度
责任”素养，我校开展“帮垃圾找
家 让垃圾有用”“食品安全宣讲
员进社区”“小小气象宣讲员进
社区”等常态化活动。

做资源加法，
为学习与活动提供保障

资源是科学教育正常开展
的前提与效果实现的保障。我
校一是加强场馆设施建设，满足
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
求。学校建有气象站、观云识天
研学区、气象服务站、开心农庄、
智慧农庄、航海模型实验室、车
模探究室、机器人教室、创意物
化区等。二是充分利用学校的
环境资源，让教育发生在真实的
场景中，例如，结合南瓜种植，开
展“探索南瓜生长的奥秘”科技
节活动。三是开展系列家长讲
堂活动，家长结合自己的职业、
特长到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包括

“揭秘病原体检测的奥妙”“风力
发电的奥秘”等内容。四是将科
学教育引向自然、社会和生活，
开设“慧食小筑”公众号，进社区
宣传食品安全、气象灾害预防、
季节养生、垃圾分类减量等，厚
植学生科学素养生长的土壤。

我校楼道灯箱上有这样一
句话：“改变世界的力量有大有
小，改变世界的方法有无数种，
我们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相信经过“科学+”的教育实践，
我们的小小科学家未来也能成
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十二中附属实
验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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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用金石之交形容坚不可摧的友
情，用金石为开描述心诚志坚，用坚如磐石
比喻意志坚定。石头为什么在人们心中留
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当我亲手抚摸着一块块
坚硬、美丽的矿石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暑假的一天，我和小伙伴跟着植物老师
刘博、地质老师黄河一起到北京市怀柔区捡
矿石。出发前，老师说今天要采集的目标有
石英、萤石，如果运气好，还有可能采集到水
晶。我们装好手套、护目镜和采集袋，怀着
迫不及待的心情，跟着老师们走进北京怀柔
的山谷。

为什么去怀柔捡石头

走在路上，黄老师告诉我们，怀柔历来
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2个满族乡和33
个民族村，这个地方取名为怀柔，是希望所
有民族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选择到怀柔捡矿石，是因为怀柔多山。
很久之前火山喷发时，把地下的岩浆带到地
面上来，岩浆冷却后，形成很多矿石。原来，
这些美丽的矿石来自于地球内部。当然，现
在怀柔已经没有活火山了，我们可以安心地
寻找五颜六色的矿石。

为什么石英那么坚硬

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我们
都飞跑过去。原来，有同学发现了今天的第
一块石英，我们赶忙凑过去仔细观察。

这块石英通体是浅绿色的，不透明，里
面长着亮晶晶的银色和金色斑点，像闪亮亮
的玻璃碴掉在石头堆里一样，特别美丽。黄
老师说，石英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硬度
是7，属于很坚硬的矿石，可以做照相机等光
学仪器的镜片，还可以做陶瓷、玻璃、大理石
桌面，用途非常广泛。矿石的硬度取决于其
内部结构，还会因风化、裂隙和杂质而发生
改变。石英的主要成分硅，是一种比较稳定
的元素，不易因外界因素而发生变化，所以
石英在坚硬矿石中可以排到前三名。

才走出这么短一段距离，就有人找到了
石英，我们都惊讶极了！希望后面还有更多
美丽的石头等着我们。

为什么萤石五颜六色

继续往前走，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了石
坡，成功地发现了今天的第二个战利品——
萤石。它比石英要闪亮得多，颗粒也大得
多。我们陆续在石坡上发现了蓝色、红色、

粉色和绿色的萤石。
黄老师说，萤石的主要成分是氟化钙，

形态多样，颜色丰富多变。但萤石的硬度只
有 4，用小刀等硬物可以在萤石上划出痕
迹。萤石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发出荧光，我们
常说的夜明珠就是萤石。萤石可以作为工
业上用的助熔剂，因其美丽多色，也常常被
人们做成工艺品收藏。萤石之所以会有那
么多颜色，主要是因为它有复杂的化学成分
和物理性质。萤石在形成的过程中，混入了
稀土、钠、钾等元素，再加上它多数为八面体
和立方体，就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萤
石的发现为我们的探险旅程增加了更多
信心。

为什么水晶比较珍贵

在一片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第三种石
头——水晶。我找到一块浅紫色的水晶，水
晶外层是土灰色的，摸起来有些沙质感，在
阳光下能反射光，没有一点瑕疵，透明得可
以看到对面同学的眼睛。

黄老师说，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
英结晶体矿物，主要成分均为二氧化硅，晶
体结晶完整时就是水晶，结晶不完整的就是
石英。

如果水晶只有二氧化硅时，就是无色透
明的，含有其他元素时，就会呈现出粉色、紫
色、黄色等其他颜色。水晶被广泛用于制作
装饰品和艺术品，也被用于制造光学仪器和
电子器件。水晶多是在地下、岩洞中长成，
需要充沛的含二氧化硅的地下水，且这里的
气压约需是大气压的 2-3 倍，温度则需在
550℃-600℃间。满足这些条件，经过一定
时间，水晶就会结晶成六方柱状。这种环境
在自然界比较少见，所以水晶属于稀缺
矿石。

众多植物“陪伴”矿石

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奇珍异
草”。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朋友”：
可以杀虫抑菌的白头翁、清热明目的节节
草、活血散瘀的巴天酸模、降血糖血脂血压
的玉竹，还有适于在城镇园林绿化的土庄绣
线菊等。这片山谷里居然藏着这么多惊
喜。刘老师说，这些植物都是矿石的好朋
友，它们互相扶持，共同维系着自然界的
平衡。

大自然赋予的矿石，人类不仅能够用来
制造很多工具，还能从中体会它们坚毅的品
格。让我们共同保护这美丽山水，守护大自
然给人类的馈赠。

（作者系北京小学三年级10班学生）

老师带我来“巡山”
我把矿石找找看

□□ 王思淼

左图为学生们在捡矿石，右图为小作者捡到的水晶。（作者供图）

小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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