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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馆

6月 15日的设计作品分享课刚
结束，伊司达公司董事长李爱良就来
到报告厅，一场“动脑筋，有希望”的
报告分享随即开启。

从 1988 年 2个工人、2台设备、
2000元开始创业，到如今的集团公
司，李董事长的创业故事，以及随后
关于杨梅钳子、拖把、扫帚簸箕、窗
刷等产品演变的讲解，让孩子们听
得如痴如醉，时不时爆发出喝彩声
和掌声。

“接到学校邀请，我觉得这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劳动教育和现实

生活的结合，发现问题以后解决问
题，这都是非常好的教育方式。”李爱
良董事长告诉记者。

看着孩子们听完报告以后不断
举起想要提问的小手，以及眼中的光
彩，校长林群和科学老师开始思考，
如何将源于生活、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项目化学习开展得更加深入。

“学校要为孩子们尽可能提供更多的
跑道，努力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那
一条跑道，并建立自信、激发学习兴
趣，长大以后以自己的能力回馈社
会。”校长林群说。

孩子们的设计好不好？
校长请来公司董事长与大家分享C

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事
宁波学子获得亚军

5 月 31 日上午 8 时，2020 年世界头脑奥林
匹克决赛颁奖典礼在线上举行，宁波国家高新
区实验学校（以下简称高实）的OM社团在843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车辆类赛题全球
亚军，古典类赛题全球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直到昨天，他们还记得那时激动又紧张
的感受。那么参加 OM 竞赛是一种什么样的
体验？记者采访学校的总教练陈书玉，了解他
们背后的故事。 □记者 林涵茜

困难重重
头脑奥林匹克改为线上PK

OM即头脑奥林匹克，英文全称是Od-
yssey of the Mind。是一项起源于美国的国
际性青少年创新活动。要求队员充分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依靠集体的力量，动脑动手，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

OM比赛是由长期题和即兴题组成。内容
涉及车辆、工程装置、结构、表演等。每道题目需
要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在规定的8分钟内完成。

往常的比赛，选手们都是将道具运送至
比赛现场，通过现场发挥、展示得分点，再由
评委们提问来综合打分。但今年受疫情影响，
现场表演改成提交视频，现场提问改为传递
邮件，时间也只有短短两三个星期，如何通过
视频将得分点一一展示，这成为大家需要解
决的几道难题。

家校合作
吹响备战世界赛的号角

在收到全国赛通知后，OM团队马上投入
备赛阶段。4月20日，备战世界赛号角正式吹
响。在道具全部落实后，孩子们着手开始排练
剧本，这次世界赛英语口语是一大难关，特别
是2队，全部是三年级的娃，要在短时间内说
出一口流利英语，而且还要声情并茂的表演，
孩子们的压力可不小。

英语老师陈薇薇挑起大梁，负责英语剧
本和得分点翻译，并指导孩子们发音。孩子们
除了在学校里和老师一起制作道具、彩排，回
家后还继续跟陈老师录制英语语音，不断纠
正发音。

即使每天练习到很晚，小选手们也从不
喊苦喊累，大家一有时间就泡在学校里，不断
优化剧情，升级道具。

“通过这次英语大关，我们还有一个得力
干将，就是屠沈新的妈妈。她是做外贸的，经常
和外国人交流，英语专八。有了她的加入，我们
的队伍简直是如虎添翼。”陈老师惊喜地说道。

屠妈妈不仅负责帮孩子练习口语，在后期
回复评委邮件时也出了不少力，她说：“本来孩
子参加省赛、国赛，最多照顾他们的起居，没想
到我擅长英语的技能竟然派上用场！”

两队队员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在临近比
赛的前夜，孩子们开足火力训练，经过白加黑
的练习，两队的孩子终于取得车辆类赛题全
球亚军，古典类赛题全球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长在枝头的杨梅采不到怎么办?
一场因势利导的项目化学习就此开启

为了撩“梅”小吃货们设计出各种采摘神器

又 到 一
年 杨 梅 季 。
美味的杨梅
成了宁波人
家 里 的 常
客 ，各 种 亲
子采摘活动
也在周末纷
纷 登 场 。而
在海曙区古
林镇中心小
学 ，因 为 杨
梅引发的系
列活动成了
同学们最爱
的项目化学
习 。科 学 老
师甚至将课
堂 搬 到 室
外 ，师 生 们
面对高大的
杨 梅 树 ，上
起特殊的科
学 课 。校 长
则给孩子们
请来生产杨
梅钳子的企
业 董 事 长 ，
告诉孩子们
如何从生活
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记者 王伟

6月15日中午，古林镇中心小学
科学教室内，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科学课——“杨梅采摘神器”设计作
品分享课。同学们带来周末设计好的
杨梅采摘“神器”，有的是挑衣杆上面
装了剪裁过后的塑料瓶，剪裁面可以
将杨梅钩下来，塑料瓶则起到储存杨
梅的作用；有的杆子上绑了剪刀，剪
刀下面接上绳子，一拉绳子就将杨梅
剪下来；还有的同学设计机械化装置
……老师甚至拿来两根杨梅枝，现场
让孩子们实验各自设计的“神器”是
否灵光，哪里还需要改进。课堂气氛
活跃，无论是上台实验的同学，还是

台下观察的同学，全都笑容满面，两
眼放光。事实上，这已是孩子们上的
关于杨梅采摘的第三堂课了。

事情的缘起要从一周前说起。当
时，校园里18棵杨梅树上的果子成
熟了，孩子们跃跃欲试想摘杨梅。可
是学校有规定，不能随意采摘，再加
上杨梅挂在枝头，大家够不着。于是，
孩子们找到科学老师胡金伟，商量如
何采摘杨梅的事情。一向喜欢搞研究
的胡老师灵光一现，何不结合杨梅采
摘开展一次项目化学习呢？

于是，一场杨梅采摘的系列活动
由此开启。

一堂特殊科学课
孩子们设计“杨梅采摘神器”A

6月11日，胡老师将课堂搬到室
外，在杨梅树下支起一块黑板，同学
们席地而坐，科学课就这样开始了。
看着眼前诱人的杨梅，小个子们怎么
够都够不着。高个子即使够到，也都
是红红的果子，那些黑亮黑亮的仍旧
在高高的枝头上炫耀着。原来，摘杨
梅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一劳动，一
实践，同学们发现枝头光照充足，越
是难采摘的杨梅越是甜，可是怎么摘
呢，困难就出来了。

胡老师顺势引导学生针对劳动
中出现的困难，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有些同学说用爬梯，但是有安全隐
患；有些同学说用棒子打，但是掉在
地上的果子沾染灰尘。这不行，那不
行，到底该怎么办呢？

为此，同学们经历一轮又一轮的
激烈讨论，胡老师也给大家布置作
业：设计出你心目中的摘杨梅神器。

6月12日，第二堂关于杨梅采摘
的课开始了，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
设计想法和设计图，一起讨论优劣和
可行性。下课前，胡老师挑选部分设
计，请同学们回家做出来。之后，就有
了6月15日的设计作品分享课。

杨梅熟了采不到
老师引导大家想办法B

一队正在操作车辆。通讯员供图

成 长 周 刊

学生在演示自己制作的“杨梅采摘神器”。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