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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以教育为根基，更需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

铺垫。本文以深圳市的科创教育为焦点，深入挖掘基础教育阶段科创教育，总

结归纳深圳市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经验，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旨在为我国的

科技创新事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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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needs to be rooted in education, and 

moreover, it needs to be paved from the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Shenzhen, digs deep into th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summaris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Shenzhe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aiming at cultivating more excellent talents 

for the ca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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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党的十八大起，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提出了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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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国家发展的全局核心位置的重要指示。在党的十九大上，直接围绕青少年

这一祖国和民族未来科技创新的希望展开思考，希望地方学校教育组织能够全

面增强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学习实践能力，不断完善学生在基础教

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刘建宏, 2022)。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 2022)。”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实现科教兴国之路，

科创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培育新时代创新人才之路上，深圳市着力开展以培养“具有原创引领能力

的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以产教融合带动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以科教融合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大中衔接，以政策融合实现城市科技创新

教育的资源整合，通过“三大融合”探索具有异质性、多样性、互动性和开放

性的区域科创教育生态系统，打造城市创新人才培养的深圳范式(毋丹丹, 2024)。  

2. 科创教育的时代内涵 

2.1.基础教育阶段科创教育的目标与价值 

科技创新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不同在于更新了科学教育的价值旨归，科学教育

不应仅停留在对自然现象、规律的发现和学习，也不应止于对技术的探讨和实

践，还应以此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使科学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本文的“科创教育”以宋乃庆等人所认为的科创教育含义为主，科创教

育是以创新为要义，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为宗旨，促进学生关于客观现

象与规律知识系统的形成以及创造性应用的教育活动(宋乃庆, 徐春浪 & 郑智勇, 

2024)。  

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展开科技创新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科学兴趣、创新意识

和学习实践能力，不断完善在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实现对校外科

技教育渠道的有机拓展，鼓励学生广泛参与科技活动。如此提高整个国家的自

主创新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持续助力。 

2.2.科创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

重要引擎之一。而科技创新教育培养是培养现代科技创新人才的基础，作为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的重要途径，科创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

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目标，就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科创教育作

为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途径之一(关韶峰 & 

陆甦颖, 2023)。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抢占科技

创新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西方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未来

科技进步将更多依靠原始自主创新、创新人才将更多依靠自主培养，我们必须

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王嘉毅, 2024)。 

3. 基础教育阶段中，科创教育的现状分析 

深圳市作为一线城市，誉为“创新之都”，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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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地。同时，深圳市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将科技创新教育作为培养创

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为全面提升深圳市中小学生以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为核心

的创新素养，不断夯实创新人才的培养基础，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圳

市特制定《深圳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健全了科技

创新教育政策体系，为创新教育的稳步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圳市的科创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就，为全国的

科创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根据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发布的 2023

年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总结的经验，得到以下结论。 

3.1.举办特色科创活动,增强创新意识 

深圳定期举办科技节、科创嘉年华等区级科创教育活动，主要目的是培养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激发其创新精神，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科技节和科创嘉年华活动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创新竞赛于一体，

学生可以参与各种有趣的科技互动体验项目，如机器人操作、3D 打印、虚拟现

实体验等，亲身感受科技的乐趣。一些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腾讯、华为、比亚

迪等科技公司参观交流，拓宽学生创新视野，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人才提供有力支持。除此之外，还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比赛内容涵盖了机器人设计、科学实验、科技创新项目等多个领域，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 

3.2.完善各区工作机制，为科创教育护航 

在过去的 2023 年中，深圳的各个区都在各自的工作机制层面，进行总结创

新，稳步推进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工作。例如，罗湖区教育局主导成立了“中

小学科创教育工作室”，旨在搭建一个集教学、研究、实践于一体的平台；盐田

区依托区教科院——少年创新院开展“普及+培优”的科创教育工作，注重在全

区范围内以开设科创课程、举办科普讲座、开展科技活动等方式普及科创知识, 

还针对有潜力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

帮助他们成为科创领域的佼佼者；南山区教科院和深圳零一学院合作开展了

“创新师资培养项目”，旨在培养一批具备创新精神和教学能力的科创教育教师；

宝安区结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拓宽科创教育视野；坪山区实现全区公办中小学

校“科学副校长全覆盖聘任”以及光明区开展“科普教育学分制”试点工作，

这一举措将科创教育与学生的学业评价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创

活动和项目研究。以上都体现了深圳市各区对科创教育的重视以及工作机制的

完善。 

3.3.建设课程体系，丰富科创教育形式 

深圳市在科创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方面，深圳市研

发了适切灵活的科创教育课程体系，以标准规范科创教育课程以及与之配套的

空间环境，确保学生能够在优质的教育资源中学习和成长。为了确保科创教育

课程的质量和效果，深圳市一些中小学还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规范，明确了课程

的设置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价方式，通过标准化的管理，确保了科创教育课程

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深圳市

还注重将科创教育融入学科课堂和社团活动中，让学生在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中

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例如，随着大模型、AIGC 等新技术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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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中小学校园里，掀起一股人工智能教育普及的“浪潮”。许多学校开始引

入人工智能相关课程，让学生们能够接触到这一前沿科技领域。通过编程、数

据分析等实践项目，学生们能够亲身体验到人工智能的魅力，激发他们的创新

热情。 

4. 基础教育阶段科创教育的存在问题与限制因素 

首先，我国教育仍处于发展不平衡阶段，因此在科创教育推广的过程中，

因地区、学校发展不均衡，教研力量薄弱，科技创新活动在中小学校开展得还

不够理想。科创教育在深圳等一线城市已经开展得很成熟，而很多乡镇学校或

偏远地区学校，刚开始涉及科技教育方面的内容，甚至没有涉及。不少学校领

导并没有对学校开展科技教育进行规划，甚至缺少此方面的意识。 

其次，许多学校在科创教学设备率上表现偏低，平台建设不到位，学生在

接受科创教育方式单一且落后，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学生科技教育知识

接受能力提升和创造能力有机培养。 

再者，以深圳市为例，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创教育整体的氛围较好，但各中

小学校各自为政，学校之间、学段之间缺乏有效连接也限制了学生在科创学习

上的连贯性和深入性。 

5. 基础教育阶段科创教育实践的具体措施 

针对目前科创教育的问题，结合深圳市近年来在科创教育中的经验，笔者

现对科技创新教育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5.1.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 

不断创新才能迎接未来，教育如此，教师亦如此。教师也要将创新观念融

入到教学实践中去，结合学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运

用行之有效的现代教学方法来开展科创教育，指导学生进行动手、动脑等学习

活动，使学生为课堂的主体，从而使学生享受自主学习、自主创新、自主思索

的乐趣。科创教育的践行意味着教师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引导学生观察、实践、

发现、思考与讨论，让学生逐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性，从而培养其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做到真正的育人(何荣芳 & 杨德科, 2023)。  

学校应当引入具有科创教育能力的新师资力量。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教师的

科技创新教育培训，提升他们的科技创新教学能力。通过组织教师参加科技创

新交谈会、分享创新教学经验等活动，让教师成为引导学生进行科技创新的引

路人。 

5.2.聚焦科技创新素养，营造创新教育新生态 

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素养，必须充分挖掘实验活动和创客活动在科

技创新教育上的功用。因而学校要加强创新实践中心的建设，让学生有更多的

创新实践和体验。为了培养创新人才后备军，学校还需成立学生科创社团，这

是调动学生有效参与科技发明学习的重要途径，能让更多对科技发明有兴趣的

学生在社团内进行定期的学习和交流，直接地了解到科技发明的工作内涵，激

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能力(谢慧, 2022)。  

学校还应当走出去，定期组织学生到高科技企业参观实践，注重与思政内

容相结合，让学生充分了解科技创新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的同时，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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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创新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使命感。营造创新

教育新生态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大对科创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学校的创新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5.3.共享科创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首先，学校作为科创教育的主要阵地，应当充分发挥本学校的普通实验室、

探究实验室等校内科创活动基地，做到因地制宜开展活动(涂源安, 2023)。学校

也需要走出去，多与其他学校相互借鉴。教师可以去科创教育成果显著的学校

交流学习，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从模仿到创新，再到实现本学校的特色科创

教育建构。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共享，学校可定期组织领导及教师参与科技教

育培训，可以在科技教育成果显著的学校与科技教育缺失薄弱学校之间建立帮

扶，甚至是一对一对点帮扶，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科技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其次，企业和社会组织也是推动科创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力量。企业可以提供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支持，帮助学校建设科创实验室或开展科创实践活动；社会

组织则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搭建学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

推动各方共同参与科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6. 总结 

 “少年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民族兴”。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

国新发展阶段的主旋律。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要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

人才后备军”。教育必须自觉担负起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的光荣使命。面对我国科技人才需求的强烈现状，做好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

培养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更是培养未来社会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Applications in Inquiry Learning 2019 

参考文献 

刘建宏. (2022).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本土化实践与思考. 试
题与研究, (11), 122-123.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1).  

毋丹丹. (2024). 以“三大融合”打造科创教育的城市生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

路的深圳探索. 中小学科学教育,  (1), 77-80.  

宋乃庆,徐春浪 & 郑智勇. (2024) 科创教育：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时代路向. 人
民教育, (01), 43-46. 

关韶峰 & 陆甦颖. (2023) 科技创新教育上海实践的路径研究与经验分析. 上海文
化, (8), 5-11.  

王嘉毅. (2024) 开辟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新赛道. 上海教育, (07), 001.  

何荣芳 & 杨德科. (2023) 基础教育阶段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新智慧, (19), 

36-38. 

谢慧. (2022) 中学科技创新教育的规划与实施. 福建教育, (07), 20-22.  

涂源安. (2023) “完整的人”理念下的科技创新教育——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

科技城实验学校科创教育的探索. 人民教育, (07), 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