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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科学教育缘何获评全国
优秀？“4321”的工作体系指的是
什么？

记者了解到，在全国上下一体
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
展的新形势下，宁波于 2023 年 9
月出台《宁波市“院士之乡”科学
教育实施办法》，建立了科学教育

“4321”工作体系，即实施四项行
动、建立三个机制、实现两个目
标、建成一个“院士之乡”科学教育
品牌。

四项行动指的是学校教育提
质行动、教师队伍提质行动、实验

教学提质行动和拔尖创新人才发
现培养行动；三个培养机制指的是
大中小一体化培养机制、家校社一
体化培养机制和线上线下一体化
培养机制；两个目标即全体学生科
技素养大幅度提升和拔尖创新人
才精准发现与高效培养；一个品牌
即“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实施办法》出台以后，宁波
持续推进区域科学教育高品质发
展。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科协、
市财政局等多个部门联合成立

“院士之乡”中小学科学教育领导
小组，下设科学教育指导中心，统

筹全市科学教育、竞赛活动。良好
的科学教育环境吸引甬籍院士、
高端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积极参
与科学教育，2023年9月以来，已
举行四期“院士开讲啦”讲座，施
一公、胡文瑞、欧阳自远、王建宇、
郑纬民等多名院士为宁波中小学
生开讲，除了线下活动外，还通过
线上方式充实到学校课后服务
中，累计服务覆盖面超过 150 万
人次。一批科研专家、科技教育工
作者受聘成为学校科学副校长，
预计到2024年底前，实现科学副
校长全覆盖。

记者从 11日举行的 2024 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教
育部今年从7个方面部署全年教
育工作重点任务：着力构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生态新格
局，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进
一步夯实基础教育基点，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不断开
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坚定推进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以教育家
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
建设。

针对着力构建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新生态新格局，会议提出
启动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全面加强
教材建设和管理，以身心健康为突
破点强化五育并举，促进高校毕业
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高等教育方面，会议要求深化
科教融汇，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
主力军作用；深化产教融合，以技
术转移为纽带推动“四链”融合；服
务治国理政，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高质量发展。

基础教育方面，会议部署要着
眼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前瞻性布局，

深化基础教育提质扩优工程，巩固
深化“双减”成果。

职业教育方面，会议提出坚持
与产业结合、与地方和政府政策结
合、与社会区域结构结合、与个人
终身学习结合，稳步推进省域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动市域
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建设尽快取得突破，以人的成长为
中心，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
要义，实现办学质量高水平、产学
合作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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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科学教育缘何获评全国优秀？

宁波打造“院士之乡”科学教
育品牌有较好的现实基础。一方
面，宁波开展科学教育起步早、基
础扎实。早在2009年就在全国率
先出台《小学“科技校园”工程实施
意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验
（特色、示范）学校创建、“科技校
园”校本资源建设、师资培训等途
径，引导学生在孩提时代种下科学
的种子。14年来，取得了不错的成
效。另一方面，宁波历来是“院士之
乡”，现有甬籍院士122人，位居全
国之首。丰厚的人文积淀和独特的
院士资源，让宁波拥有科学教育得

天独厚的优势。
2023年以来，宁波科学教育取

得了一系列育人成果。
教师方面，2023年全国中小学

优秀自制教具展评活动中，宁波市
有 3件作品获全国一等奖；2023
年全省共有省级科学精品课 18
节，其中宁波选送的5节科学精品
课全部入选省优课，占比为全省
27.8%；在省科学优质课评选中，
宁波教师连续三届获得省一等奖，
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优质课评比
并荣获一等奖。

学生方面，2023全国青少年航

天创新大赛中，宁波市推选的49支
队伍中有17支队伍拿到金牌，一等
奖率为35%；在2023年全国中学生
天文知识竞赛中，宁波共有13人进
入决赛，占全国人数的10%；鄞中学
子研制的卫星实验舱载荷顺利进入
太空；宁波中学《电子体重计的DIS
化改造》成为全省唯一获“茅以升科
学技术奖”的作品（全国仅10个）。

同时，伴随着科技新苗计划深
入推进，“未来科学家培养共同体”
联盟成立，以及各个区域的行动，
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链正在
初步形成中。

宁波科学教育拥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宁波500名学生
将亮相央视春节档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蔡微波）1月15日，记
者从鄞州区教育局获悉，央视摄制组
近日在鄞州取景拍摄《童声唱 唱游我
家乡》节目，用镜头记录了极具地方特
色的传统文化和地地道道的宁波元
素。此次节目录制有 10余所学校超
500名学生参与，他们将在春节期间亮
相央视。

在韩岭老街的拍摄现场，牌楼下
的街区，挤满了围观的游客和市民，宁
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同学们跟着音
乐《新年快乐》的节奏，展示着各种动
作，传递着春节来临的快乐心情。紧接
着，来自横溪镇中心小学的21名舞龙
团队成员，舞动着金色的双龙，出现在
画面中。“为了此次拍摄，我们在短短
两三天里重新编排了舞龙的套路。把
双龙出海、一帆风顺、中国龙组合等
几个漂亮的动作，都编排进去，希望
能在央视的节目中，把鄞州的精气神
表现出来。”横溪镇中心小学相关负责
人说。

在鄞州非遗文化馆，来自鄞州区
第二实验小学学生以宁波话为媒介，
表演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节目，
大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韵味。
每一个节目都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描绘着宁波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热爱。

央视摄制组还在新蓝青学校和东
钱湖镇中心小学拍摄了合唱节目《卖
汤圆》和《梦未来》。两所学校合唱团的
孩子们在操场上，边唱边跳，展现着满
满的活力。

据悉，此次拍摄的《童声唱 唱游
我家乡》由鄞州区文广旅体局携手鄞
州区教育局共同组织。除了这些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与城市气质的景点、场
馆之外，花灯制作等鄞州非遗，越剧、
古筝、诗词等地方戏曲与传统文化元
素，都会贯穿在节目中，体现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的喜庆热闹。汤圆、宁波话、
马灯调、《三字经》等地地道道的宁波
文化元素，也是此次节目中展现的一
大亮点，宁波人对家乡的热爱，外地人
眼中的宁波印象，都将通过这一节目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韩岭老街拍摄现场。

演职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