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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高中的发展现状与未来

———以宜昌市科技高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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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章节部署。报告
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速度，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特别强调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当

前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和人才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主要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建立科技高中，为青少年提

供多层次学习科学知识的平台，以培养更多的科创型人才，从而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然而，我国科技高中存在一些问

题，如办学环境不成熟、同质化现象严重、社会认可度不够等。科技高中可采取以下措施走出困境：首先，开设与高考接

轨的文化课程，使科技高中的学生能够兼顾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的培养，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其次，促进家校共育，加

强学校和家庭的合作与沟通，共同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和创新能力；此外，以良好的科技设施为支撑，更好地指导学生的

科学学习和创新实践；等等。通过这些措施，科技高中不断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培养更多科创型人才，为国家科技的发展

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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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技高中出现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出现了新的高中类

型———科技高中。所谓“科技高中”，就是以培养

学生数学和科学素养、培养科技精英学生为目标

的高中。

１．１　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
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

本质上是人才之争，是科技之争。人才的培养需

要教育，尤其是科学技术教育。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大力发展科技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国内

开始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１］。２００５年，我国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
出要“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

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

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

现”［２］。

近年来，教育部门不断推出培养科技人才的

政策，如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推进高校教育质

量评价改革创新。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探索将信

息技术应用于众创空间、跨学科学习、创客教育等

新型教学模式［３］。此外，许多学校以“科技”命

名，如深圳科技高中、徐州市科技中学、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等。

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发展阶段，加强技术创新后备人才培育是我们

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保障。

明天的强盛，来自今天的后备人才储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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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要解决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问

题，从根本上改变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的状况，就

需要夯实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之基，对中学科学教

育作出前瞻性部署，重建新时代基础科学教育

体系。

１．２　高中多样化改革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普通高中办学“千校一面”，办学

特色不突出。我国高校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存

在着诸多不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４］提出要加速中学教育普及，
提升学生整体素质，推进多元办学，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实施多样化人才培养，探索创新途径，增设

技术教育专业，建设综合性高中。

科技高中的发展符合社会和个人的需求。随

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身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高中的出

现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５］。以宜昌市为例：

２０１６年，宜昌市政府发布了《宜昌市高中阶段教
育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推动普通

高中多元化发展，为各类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举措将高中教育从精英化

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兼顾了升学和就业。

１．３　国外科技高中发展的启示
２０世纪初，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建立了科

学高中，致力于培养创新型高端人才［６］。美国的

科技高中，尤其是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以其多

样化的课程设置为人们所借鉴和学习。该校被誉

为“磁石学校”，课程设置和课程分类主要分为主

修课程、选修课程和综合科研方案及课题三类。

该校高度重视 ＳＴＥＭ教育，开设了丰富的数学和
科学类课程，如“高级微积分入门”“ＤＮＡ科学”
“ＡＰ物理学”等，旨在打破学科边界，探索和实践
跨学科融合课程。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实行选

课制和学分制，推行导师制，引导学生开展多样化

学习，完成科研项目，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思

维。同样，成立于１９３８年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也
是一所注重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知名科学高中。

该校设置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荣誉课程和 ＡＰ
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方向选择微

积分、化学、物理、药理学、计算机等方面的 ＡＰ
课程。

各国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不言而喻。美国于

２００９年发布的学生发展的 ２１世纪技能中，将信
息素养和媒体素养列为学生重点培养技能［７］。

法国于 １９９９年启动“青年计划”，推动科学和技
术发展。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１０年，法国实施科学招聘
十年计划，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日本于２００２年
开始实施“２１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旨在
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基地和培养顶尖科技人才。

为培育科技人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１）从课程设置角度培养学生兴趣，注重批判性
思考的引导和创新思维的提升。（２）实施“青年
计划”等推动科学技术发展。（３）在教学中注重
知识的创造、理解和运用。（４）强调合作学习和
信息化探索。（５）引入计算机和应用软件辅助
学习。

２　科技高中的“特色”和“困境”
２．１　科技高中的“特色”
２．１．１　办学理念之特色

办学理念是各个学校的行动指南，引领着学

校的发展。对学校而言，办学理念是学校文化的

核心所在，也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学校

“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科学的办学理念可

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及学校办学成效的提升提供

方向的引领、情感的支撑，以及资源的优化

整合［８］。

科技高中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理解力、创造力、

文化素养、责任心和领导力的创新型学生。学校

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将

重点放在创新教育上，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出

发点。根据学生实际的基础和需求，学校培养和

提升学生的核心能力，并将素质教育理念贯彻到

实践中。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学校培养出符合

国家要求的、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本文以宜昌市科技高中为例，对科技高中的

“特色和困境”进行详细阐述与分析。

宜昌市科技高中成立于 １９５４年，最初名为
“宜昌市第七中学”，于２０１７年更名为“宜昌市科
技高中”。学校充分把握国家推进普通高中特色

发展的机遇，致力于挖掘科技创新资源，激发学生

创新潜能，引领师生展现科技特色和创造智慧生

活，并推动学校成为宜昌校园科技创新的总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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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孵化摇篮。学校坚持“３＋”（指“３＋２＋１”的教
育模式，即３年高中阶段、２年大学预科阶段和１
年科技创新实践阶段）教育理念，聘请特色功能

室主持人，组建科技特色班级，举办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夏令营等活动，积极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走

出一条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校

道路。

基于“用爱和科学照亮未来”办学理念，学校

紧扣“国内一流、国际影响”科技教育目标，坚持

“以人为本，科学求真”价值取向，推行“修德、启

智，崇实、创新”的校训，探索“特色化＋个性化＋扁
平化”教育模式，坚持“常规＋特色”办学方向，建
立“专业＋特长”的师资队伍，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２．１．２　科技文化之特色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

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的颁布，课程改革
成为各高中学校的重点任务。普通高中课程由必

修＋选择性必修＋选修组成［９］，能够因材施教，激

发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需求。

查阅学校官网数据发现，学校科创组原创的精品

科技选修课程“万能３Ｄ打印”不仅在本校很受欢
迎，还在宜昌市第八中学精彩绽放。该课程预计

容纳３０名学生，实际面向５０名宜昌八中学子集
中开放。此外，学校进一步推动“书香校园”建

设，重新整理学生阅览室，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校

园阅读氛围，让同学们爱上阅读，畅游书海，并使

阅读成为一种终身习惯。在学校层面，这也是学

校发展的一大特色，能更好地培养专业性人才。

学校抓住国家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契机，全

力发掘科技创新资源，激发学生创新潜能，引领师

生彰显科技特色和创造智慧生活，打造了“精准

教育”的实践体系，具体举措如下。

（１）邀请博士进校园。学校先后邀请了中国
科学院青海研究所所长徐烨、北京师范大学刘大

禾、武汉大学艾松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左立正等教授为同学们作演讲。同时，邀请

物理、化学、生物、材料、地理等专业的博士向同学

们传授学习经验，从而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科

技创新思维。

（２）举办校园科技节。目前学校已成功举办
三届校园科技节，设计开展人形机器人表演、固定

翼特技表演、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足球＋无人机
特技表演、物理创新实验展示、化学创新实验展

示、生物创新实验展示、机器人障碍竞技、科创论

文评比等 １７大特色活动项目，收到学生作品
１５００件以上。

（３）建立特色平台。学校设立了“３Ｄ创意实
验室”“程序设计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航

空航天实验室”４个创客教室，并利用校园空地建
设了智慧农场。此外，中国科学院拟协助学校建

设天文台和生物基因研究相关的科学贝壳馆，将

知识变得通俗有趣且易懂，从而激发学生科学兴

趣，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４）组建学生科技社团。为营造校园科创氛
围，学校成立了科技部，专门管理科技社团。现有

的４个科技社团，即 ３Ｄ创意社、编程社、机器人
社、无人机社，已共计招收６６名成员，于每周二、
周三下午第四节课开展社团活动。

（５）开展劳动教育。学校开设了“劳动教育”
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例如，近年来，随着我

国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太空育种也日益成熟，由

此，学校于５月１５日举办了太空种子种植体验活
动，组织师生一起翻土、除草、播种，并记录收获和

心得。

２．１．３　科技高中课程设置之特色：基础＋选择
通过深入了解宜昌市科技高中的具体情况，

总结科技高中的共同特征及发展特色如下。

第一，实行“按需选学”。学校实行的“按需

选学”制度是一种灵活的课程设置方式，旨在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和兴趣发展需求。根据

学生的兴趣和能力，课程可以分为基础性课程、拓

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基础性课程是确保学生

掌握必要的学科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包括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旨在培养学生

的基础学科素养。拓展型课程是为了满足学生兴

趣和特长发展需求而设置的，包括艺术、音乐、体

育、社会科学、外语等，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兴趣爱好。研究型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

力和创新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

实践能力，包括科学实验、科研项目等。这种灵活

的课程设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

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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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行学生个性化培养。学校以培养科

技创新人才为目标，设有基础课程、校本课程和特

色课程，基于学生差异进行个性化高质量培养，兼

顾科学思维的培育和基础教育。学校根据学生的

个体化培训计划，提供相应的培训模块，有目标地

进行统一培训，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第三，自编科技特色校本课程教材。学校自

编了《玩转多旋翼》《航空模型的制作与飞行》《过

山车设计与制作》《探秘围观世界》《生活中的化

学》等１０多本科技特色校本课程教材。在此基
础上，学校结合本校学生特点，建立并审查校本专

属教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和教学内容，为

校本课程建设积累经验。

第四，开设特色鲜明的科技课程。学校以

ＳＴＥＡＭ课题研究为平台，逐步开设了“信息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科技”“自动化与机器人”

“无人机基础与操控”“通用技术与手工制作”

“３Ｄ打印”等科技特色课程（见表１），开发了适合
学校和学生发展需求的通识型、创客型、竞赛型三

级课程体系。体系内课程融合了自然科学、生命

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内容，构成了科技课程金

字塔。通过构建 ＳＴＥＡＭ课程和打造科技特色项
目，学校有效提升了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审美等方面的素养。

表１　宜昌市科技高中特色课程

必修＋选修性必修＋选修

国家课程类

语言与文学

数学

人文与社会

科学

技术

艺术

体育与健康

综合实践

科目

语文

外语

数学

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

音乐

美术

体育与健康

研究性学习

社会实践

拓展

开发

整合

必修＋选修性必修＋选修

校本课程 课程项目

人文类课程
辩论、演讲与口才、名著导读、创作艺术欣赏、

英语时文阅读、古文明探秘、话剧等

公民素养类课程
心理课程、人际交往课程、校会、班会、国旗下

的演讲等

科技类课程
无人机、纸飞机、水火箭、航模、３Ｄ打印、机器

人、程序设计、动画设计等

实践创新类课程
烹饪、园艺、摄影摄像、天文观测、生态小公

民等

体艺特长类课程

社团活动类课程

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围

棋、管弦乐、合唱、舞蹈、舞台表演艺术、主持、

话剧、色彩、书画、中国画、文学、吉他等

生涯规划类课程 生涯规划

２．１．４　办学成效之特色
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学校共有５５名学生在

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奖，其中，８名学生获国家

级奖励，２１名学生获省级奖励，２６名学生获市级
奖励（见表２）。

表２　宜昌市科技高中科技竞赛获奖情况

奖项级别 获奖情况

国家级

３名同学获全国青少年“未来工程师”博览与竞赛 “过山车”项目二等奖

１名同学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编程”项目二等奖

４名同学获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三等奖

省级

５名同学获湖北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一等奖，４名同学获二等奖，４名同学获三等奖

４名同学获湖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二等奖、３名同学获三等奖

１名同学获湖北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

市级 ９名同学获科创绘画、过山车等多类竞赛项目一等奖，４名同学获二等奖，１３名同学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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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学校的特色科技教育已经完成从
评价学生“是什么样的人”到引导学生“成为怎样

的人”的理念与实践的转变，进而推动了学生的

全面发展，促进了他们的个性化成长。

２．１．５　师资队伍建设之特色：专业＋特长
学校致力于打造技术骨干领衔的优秀师资队

伍和科创团队。学校设立了科创教研组，由学校

教科处主任担任组长，目前共有６名专职科创教
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且通过每年的人才引进不

断壮大师资队伍。此外，学校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和“利用现有资源”的策略提升科创教师专

业水平。同时，学校还成立了科普教育团队，由主

管领导和各处室、教研组成员组成，实践科普知识

与技能、科创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学校积极履行合作交流策略，派遣教师到其

他学校进行科技特色校本课程教学，提升了学校

的知名度。同时，学校邀请知名专家和教授到校

授课，加强与多所高校的沟通和交流。此外，学校

还成立了“科创联盟”，由外聘高校教师和科研机

构专业人士为特色课程教师提供支持，并定期组

织科技讲座和博士进校园活动，以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这些举措充分利用

了高校资源，提升了教师的科研素养和专业水平。

学校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高中学校、国

际学校和科技企业搭建了合作渠道，如香港保良

局的两所学校、澳门的菜农学校和澳大利亚罗威

中学等。通过与这些友好学校的交流，科技高中

扩大了自身影响力，提升了师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２．２　科技高中的“困境”
２．２．１　科技特色不够突出，同质化现象严重

学校曾独家举办科技创新竞赛，但现在全市

多所学校均举办此类比赛，科技创新已不再是其

独有教育理念。可见宜昌市科技高中的科技特色

还不够突出，发展不够多样化；还需进一步加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提倡高中多样化发展，以满足不同潜质学
生的需求［１０］。因此，科技高中应增强自身科技特

色，提升科创师资水平，改善学习环境，个性化、精

细化学生管理，从而培养优秀的科创人才。

２．２．２　社会认可度不够高
科技高中是高中教育多样化和特色办学改革

的新尝试，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对其认同

和接受度不高。受传统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素

质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学校的领导和

家长仍然固守应试教育思维，担心科技教育会占

用学生过多时间，导致对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关注

不足，培养创造力的意识薄弱。

２０１７年，学校新开设的科技特色班共有 ２００
人报名，最终选出４０名同学组成班级。起初，家
长和学生对科技班了解甚少，大部分关注仍在高

考科目上，对特色高中及科技思维培养缺乏认同

和关注，科技班的生源也不理想。然而，第二年科

技班报名人数增至６００，招生人数为８０，形成两个
班级，科技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随后几年，科

技班受家长和学生的关注逐渐增多，报名人数和

开班人数也逐渐增加，班级成绩不断提高。当然，

科技高中要完全获得社会的认同，还需要时间。

２．２．３　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与高考衔接不强
学校在举办多次科技讲座后发现，学生的学

习效果欠佳，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后续的学习和评

估。特色课程没有提供系统化评估，与“强基计

划”衔接性不强，学生对科技特色课程的学习积

极性不够高。此外，设置的课程与高考科目关联

性较小，缺乏系统性，给老师和学生增加了授课和

学习负担。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如何实现科技创

新特色课程与高考课程的高度融合。

２．２．４　缺乏专门的机构和师资
许多科技高中缺乏专门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

的教师。兼职科技教育教师队伍不稳定，缺乏正

规的职业技术培训，导致他们在科技教育中发挥

的作用有限。

３　科技高中的发展路径
（１）开设与高考接轨的文化课程，加强科技

教育的统筹协调。改进科技特色课程，迎合高考

和教育政策的要求。通过“强基计划”，研发与高

考和教育政策相适应的课程。重视科技教育，激

发学生对科技的兴趣，使科技特色课程与高考紧

密结合。

（２）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资源配置和人才队
伍建设。各高等师范院校应将培养中小学科技教

师列入培养目标，开设科技相关专业，着力培养科

技类师资。科技高中应提升科技教师的学术水

平，促进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实现师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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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培养，即培养既能教授高考科目又了解科创

研究的“双师型教师”。教师在教授高考知识的

同时也要激发学生对科技创新的兴趣，让学生在

备战高考的同时保持对科学的热爱，帮助学生点

燃科技梦想，实现大学梦想。

（３）促进家校共育，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学校应及时反馈学生培养过程，动态调整学习目

标和教学安排，与家长合作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多

元化、全面化发展，同时，树立学校良好口碑，提高

社会认可度。

（４）深度培养科技人才。国家应完善科学技
术奖励和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全市范围内的科学

技术评估体系，将科学技术与学校综合目标相结

合。中小学应确保科技教育课程的开设，并将科

技教育纳入考试范畴，使其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

同时，积极引导学校、家长和学生关注科技教

育［１１］。在科技教育领域，国家应定期表彰先进学

校、教师和学生，奖励青年在科技教育和创新实践

方面的成就，并设立科普工作奖和科技教育奖等

奖励。

（５）以更加完善、先进的科技设施为支撑。
我国不同科技高中建立了不一样的科技实验室和

研究中心。深圳理工中学建立了３２个实验室，包
括自然科学、工程学、未来医学、机器人、３Ｄ打印、
创客工坊、动力学和微生物等实验室。厦门大学

科技学院注重科技创新和海洋教育，修建了海贝

博物馆、海洋珍奇动物标本博物馆和海洋景观体

验馆。宜昌市科技高中拥有创客教室和智慧农

场。各科技高中应相互学习，以更加完善、先进的

科技设施支持学生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项目研

究，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和创新意识。

（６）借助高校科技力量培养科技人才。科技
高中在科技创新教育方面面临师资力量方面的困

难，而高校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师资力量来承

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因此，科技高中可以与高校

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共同开展科技创

新教育，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教育资源的

优化配置。例如，学校与三峡大学等高校进行交

流学习，建立了“科创联盟”，邀请高校教师和科

研专业人士为科技高中的特色课程提供指导，并

组织了博士进校园活动。科技高中与高校的密切

交流，可以有效提升科技人才培养效率，扩大培养

平台的广度。

（７）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思维。近年来，我国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在学

生科技创新意识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国

科技高中应鼓励学生参加科技比赛，听专家讲座，

以及积极与国外高中交流学习，从而激发学生的

科技兴趣［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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