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创新活动 培养创新人才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实验学校，我校始终坚持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重要的学生培养目

标之一，形成了倡导科学精神的优良办学传统，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实验学子，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奠定了他们人生起步的轨迹，同时铸就

了实验园辉煌的昨天。

加大硬件设施投入，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搭建高平台

早在 1991 年，当众多学校普遍“重分数、轻应用，重知识，轻技能”的时候，我校就

成立了东北地区首家“科技办公室”，指派专门教师辅导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并由主管教

学的副校长直接领导，全面统筹全校科技教育工作，保障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

设立了固定的科技教室、科技制作室，投资购买了电动台钻、电砂轮、虎钳、电工器材等设

备，配齐了科技教育所需的硬件。学校还定期聘请各类专家到校辅导，开设选修课，为学生

搭建创新教育平台，在实践中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1995 年我校成立了辽宁省实验中学创造发明学校，从学生兴趣爱好出发先后成立了科

技制作与发明、生物百项、化学教具制作、家电维修、电子制作、无线电测向、机器人制作

小组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技活动小组，从活动时间、地点、经费、人员等方面予以充

分的保障。

2004 年我校投资 2800 万元建成了 10800 平米的永志科技楼，科技楼内部拥有教学实验

室 19 个、准备室 7 个和 1 个可容纳 555 人的学术报告厅，成为学校开展科技活动的一个大

舞台。在科技楼的装修设计及布局上，学校也是煞费苦心：一楼正厅依次摆放着 1963 年毕

业于我校的中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马在田院士赠送的“中华鲟鱼化石”、1952 年毕业于我校

的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赠送的运载火箭模型和

1963 年毕业于我校的海军中将李光赠送的舰艇模型；二楼的浮雕群集中了数位古今中外的

杰出科学家；三楼大厅是同学们最爱的科技文化广场。同学们经常在此结合学校实际，设计、

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科学素养。大厅的立柱上则挂满了同学们参加

各级各类科技活动的优秀科技作品介绍，激励学生争优创优。楼梯口处的浮雕则展现出我校

动手创新实验室、汽车模拟驾驶、航模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等科技社团活动的精彩画面。



悬挂在上面的液晶电视则会滚动播出最新最快的科技新闻及报道；四楼的“科学巨擘，国之

瑰宝”板块是对王永志、马在田、张懿、李未、柴天佑、朱荻、赵新力等七位院士校友的简

介。靠墙的橱柜里是学校、学生和科技教师获得的各级各类奖杯、奖牌和证书等；五楼的“小

小科学家”板块则集中介绍了近年来我校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涌现出的几位极其优秀的有代表

性的同学，例如同时被美国多所名校（麻省理工、康奈尔等）录取的 06 届 11 班的王夏娃同

学、由于创新能力突出被清华大学录取的 11 届的曹人天同学和宫新一同学等等。可以说，

科技楼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壁都已成为展示我校科技特色的园地，形成了浓郁的科技特

色氛围，大大丰富了我校校园文化。

2008 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我校又陆续投入 150 多万资金，成立了辽宁省

实验中学科技创新中心，设立了固定的创新实验室、通用技术实验室、汽车模拟实验室、机

器人实验室、电子技术实验室、模型制作实验室、服装设计制作实验室等，同时投资购买了

数控机床、钻铣床、车床、各种小型机床、机器人套材等设备。

另外，学校还有充足的计算机配备和信息系统等资源，在原有网络基础平台和信息共享

平台的基础上，已成功开发和运作了数字化管理平台、数字学科教室、教师教研平台、家校

互动平台，不断拓展现实校园的空间维度，配齐了新时期科技创新教育所需的硬件。为提高

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的层次，我校还计划建立“永志航空航天试验室”和“柴天佑自动化设计

实验室”。

规范课程建设，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教育发展进程

课程是学校工作的核心，为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教育变革，体现选择性、多样化和开放

性，学校重视实践类课程，努力建构有利于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特长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发展的具有实验中学特色的课程运行和管理体系。

向国家课程要质量、要水平、要效益。以优质、高效为重点攻关项目，加强教学常规管

理；以减负为突破口，严格执行课程标准要求的课时计划。建立学科教学质量提高工程，发

展完善“学会—会学—创新”三环递进的教学体系。精心开发校本课程并深入发展校本特色，

对必修课程进行了校本化的再开发，形成了符合本校实际的教学要求和教学进度安排。

科技创新中心成立后，规范了三类课程：基础类，以通用技术课、工艺美术课、计算机、

创造学、心理健康等课为切入点，让学生掌握进行创造活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延伸类，通

过学农、学工、春游考察、参观等活动，让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自然，在实践中学习，在社

会中思考，为学生创造更大的创造活动空间，更开阔的活动场地，更多的社会实践；创造类，

在前两类普及的基础上，根据学生兴趣特长，有针对性地成立多个创造活动小组，让学生在

实验、考察、讨论、设计、制作中进一步提高创新精神与能力。

多年来，我校在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教育投入的同时，积极探索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的模式，还建立了多样性、发展性、创新型的评价制度，避免了终结性评价、绝对评价和单

一标准的量化评价，积极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这在我校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也发挥了积极有



效的作用。

实验多秀色，桃李共芬芳

沿袭我校优良的科技教育发展历程，近年来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在历届校领导的高度重

视下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学校多次被省、市、区科协、教委评为“科技活动先进集体”，“沈阳市创造教育示范学

校”，“辽宁省科技教育示范学校”，“辽宁省‘九五’教育科研先进单位”，“辽宁省‘十五’

教育科研先进单位”，“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科研先进单位”，“辽宁省首届科

研兴校百强学校”，“辽宁省教育学会系统先进集体”， 1998 年，被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单

位评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集体”，1999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无线电模型管理中心评为

“全国优秀组织奖”， 2003 年被教育部评为“第四届电脑制作活动最佳组织奖”， 2010 年

荣获中国科协命名为“中国科协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优秀项目实验学校”称号，2012

年 4 月，我校成功承办了第 27 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被组委会授予“特殊贡献

奖” 。

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全国性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探究项目的综合性科技竞赛——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连续获得优异成绩，先后有 21 人获得金奖、23 人获得银奖、

8人获得铜奖，1 人获得广东省政府省长奖、4 人获得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科技教师多次被省、市、区科协教委评为优秀科技辅导员，尤其是唐彪老师 2003 年被

评为“辽宁省首届十大科技英才”，2008 年被评为全国十佳科技教师，并被国家教育部基教

司评为“全国劳技教育优秀教师”，2009 年荣获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奖。

由于学校创造教育、科技教育成果显著，中央一台、中央二台、辽宁电视台、辽宁教育

电视台、沈阳电视台、中国教育报、青年知识报、辽宁日报、辽宁科技日报、沈阳日报、沈

阳晚报、华商晨报等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

我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扎实开展，不但

使广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了有

效的培养和普遍的增强，更为他们未来的人生

发展奠定了轨迹。

王夏娃——“走过实验园”

王夏娃，女，1987 年生。2006 届 10 班毕

业生，勤动脑、善思考，热衷科技发明与创新

活动，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子

信息工程机械工程专业。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当 2005 年

的春天随着一场春雨悄然而至的时候，夏娃却正在紧锁眉头，她正在思考一个问题。

紧张学习之余夏娃也被妈妈拉着逛商场和超市，而每当遇到这样的天气，行人的脚上就



像刚从泥地里跑出来一样，让人很不舒服，也给商店、超市的管理和卫生工作带来极大的不

便。于是，夏娃就想，能不能发明一种类似“清洗机”的装置，放到各大商场、超市、宾馆、

酒店等公共场所的门口，当行人进入时，这种装置就在肚子底下，随着行人一边进入一边将

粘在鞋上的泥巴和污水统统洗掉、烘干呢？

首先，她制作了一个长方体的清洗平台，在平台的平面上横向开了两排长孔，按照比例，

每孔长度比鞋略宽，并根据正常人两只脚走路的横向距离，在纵向上，每一排都开很多排长

孔，使每只鞋面积上都会有三到四个长孔，在每个长孔的下面，又都安放了一个滚动的尼龙

毛辊，毛辊上再放置带轮，在平台前方，放置一台电机，电机带动毛辊转动。而后，在清洗

平台内部，放入大约 2/3 的清水，用一个软管通过水泵接到平台的上平面，让水随着水泵抽

入到平台上平面，再通过上平面上所开的长孔返回平台内部，这样，就会使水循环流动，而

不会浪费水资源。

最后，在清洗平台前面，加一个多孔板，在多孔板板下面，夏娃将妈妈平时吹头的吹风

机放在了底下，向上吹热风，这样，从清洗平台上清洗过的鞋子经过此处就会被吹干。

经过一番努力，一台设计独特的“清洗机”终于问世了，夏娃称它为“公共净鞋器”。

2005 年平 8月末，夏娃发明的“公共净鞋器”获得了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9

月 12 日，夏娃代表辽宁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发明展，并获得银奖。后来，

夏娃担任了学校创造学会的会长，参与了校内乐高机器的研究，并带领学会成员搞了许多小

发明，也获得了很多奖项。这一切让夏娃成为校园里一颗耀眼的科技明星，许多同学纷纷向

她请教，以“王教师”相称。

从上高一开始，夏娃的各科成绩就都很稳定，一次在网上浏览网页，看到美国排名前

100 名大学的资料介绍，很受触动，高三上学期，夏娃就开始在网上申请学校了。她把自己

的个人资料做成一个精美的网页向美国 14 所知名大学发出申请，这些学校都是在美国排名

前 100 名的学校，也是她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高考前的自主招生中，浙江大学小语种愿意录

取她，她毅然放弃了这次去浙大的机会。2006 年 3 月的一天，一个惊喜的消息传来，夏娃

收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在随后的日子里，夏娃又陆续收到了来自美国

达特茅斯学院、康奈尔大学等 8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全校师生及其家人纷纷向夏娃表示祝

贺。夏娃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和鲜花的海洋中。面对众多大学的邀请，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

学习理科的夏娃最终选择了在美国工程类大学中排名第一的麻省理工大学，这也是她自认为

最理想的一所大学。与此同时，夏娃还获得麻省理工大学为她提供的一年 4.6 万美金的全额

奖学金。据悉，2006 年获此殊荣的中国学生当中只有 4 名，夏娃是东北三省惟一的一个。

在她后来写给我们的一封“走过实验园”的信中，她深情地说：

实验园以“治校之道，以人为本；立校之基，实验为本；兴校之策，科研为本；强校之

际，素质为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出不计其数的优秀人才。就我个人在学习和实践中已深受

其用。MIT 的工程课以复杂艰深而著称。



实验园培养出的深厚的数理功底和学习方法使我一开始就有了充分的选择空间。出于个

人兴趣，我选择了主修电子信息工程，兼修机械工程。在这个交错的学科领域中，我不但在

课业中找到了知识的乐趣，同时在课余，也得到机会参与到科学研究及科学实践中。

如果说数理基础是载起我梦想之船的大海，那么我在高中时参加的课外科技活动就是大

海上的灯塔，指引我前进的方向。

实验园为我们提供了自我发展和展示的平台。还记得学校有很多有趣的课外科技活动和

和兴趣小组，了解各种有趣的科学课题。虽有高考的重压当头，但我还是积极加入了学校的

创造学会，并担任会长，同时组建了创造学会的网站。第一次做自己的 protect，心中充满

了激情。我惊奇地发现，把异想天开的想法通过搭建，修改及完善，最终将其变成现实是一

件如此快乐的事。我同时学会了规划自己的时间，在兼顾学习的同时按期完成项目。一些机

械制图软件如 Auto CAD 和 Solid Works 都是我在那个时候首次接触并受用至今。学会的成

员都是科研的忠实“粉丝”。我们利用课后时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相互沟通，许多次忘记

了时间。虽然我们制作的都是个人创新项目，但是我从其他同学那里吸取了很多创意，也由

此体会到团队合作精神的强大和重要。我们的指导老师将实验园的教育理念及对学生动手动

脑能力的培养贯彻到日常教学，经常利用下班时间指导我们，从解决一个技术细节到整个项

目的宏观评估。没有老师的辛勤培养，也不会有我们的成绩。创造学会的日子镶嵌在高中青

涩的时光里，给繁重的备考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体会过成功的欣喜和失败和怅然，现

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我做的 protect 虽然简小，但却让我体会到动手实践的

乐趣，也最终让我赢得了一个异国工程名校的青睐。

回想起在实验园收获，我觉得自己在学会学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生活。生

活中的许多美好要自己去创造。暑假期间，我进入美国顶级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 KLA-Tencor

和领先世界汽车技术研发的德国 Bosch 公司实习。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领域，我不但增长

了做工程项目的经验，也见识了世界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的敬业

精神和合作态度。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我也会参加学校的各种有趣活动。

身为实验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也正努力着，像实验园的那些前辈校友一样大

有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实验人也期待夏娃能够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曹人天——“明天小小科学家”

曹人天，男，1991 年生。2011 届 9 班毕业生，乐于思考，善于动手实践，热爱科技发

明与创造活动。荣获第 10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一等奖、第 25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级

赛区一等奖等多项殊荣，并被保送到清华大学，

现就读于清华大学制造自动化与测控技术专业。

可以说曹人天同学是个科技方面的专才。他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在他的家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完整的东西，因为他从小就爱把家里的

东西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大到电视，小到收音机。只要是正当的兴趣爱好家长就都支持，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支持他动手做科学试验，不到 10 岁，曹人天就有了自己的“科学实

验室”，里面没有昂贵的精密仪器，只有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各类零零散散的工具和材料，

但他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在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下，曹人天从小就努力试着去了解身边每一件

事物，并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钻研到底，从不轻言放弃，形成了细心观察、坚忍执着等优秀的

科学品质。

入校不长时间，我们科技中心的教师就敏锐地发现这个孩子与其它学生的不同之外。当

周围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书山题海中埋头奋战的时候，他却对《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

《梦的解析》这些连大学生都觉得有些玄妙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头扎进了学校的

科技创新实验室里。家里装修，爸爸的眼睛被装饰材料污染弄伤了，他发现地板、门板等装

修板材，表面那层装饰表皮大多是用含有苯和甲醛的胶粘上去的，对人体危害很大，产生了

发明一种要取代胶的新技术，让生活更健康的想法；不忍看着那么多干净水从厕所流走，他

发明了厕所节水器；骨折受伤苦于不能自己系鞋带，他发明了系鞋带机。在同学眼中他无所

不知，人送外号“曹教授”。

在整个的高中三年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科技创新的活动中，同时还要努力

保证不耽误学习。高二那年，为了把握住“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这一难得的机会，他

曾经一个人连续一个多月呆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做准备。期间他还要安排时间准备清华大学自

主招生和保送考试的题，可谓是废寝忘食。等到准备工作结束之时，同学们看到的是一张极

度疲惫的脸。

在面试中，曹人天自信从容的回答给考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老师问他科研者最该

具有的东西是什么时，他这样说道：“是恒心和耐心。因为一个科研项目可能要耗费你的大

半个人生才能有答案，可能会失败，但是你有理由去坚持，这时候没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做

到的。”

尽管成绩也比较优秀，但对于曹人天来说，想要在竞争激烈、充满变数的高考中脱颖而

出并进入清华，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自己也坦言：“参加高考的话我也许不会争取

到清华的机会。但清华大学一直都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学府。我曾经来过这里，很喜欢这里的

环境，这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强者，还有我最敬仰的专业学科导师。”但“幸运的是，我们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着眼于我们每个里学生未来的发展。”在曹人天看来，虽

然大多数同学都要面临高考，并且学校最后的目的也是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是学校始终

没有对学生过于压迫。“当今的不少学校像牢笼一样圈住学生，学生的心态不好，身体不好，

没有办法应对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中学习，曹人天高中三年都过得很

轻松，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学。“和很多学校一样，我们学校也有各种竞赛的培训，

学校很重视有能力去竞争的学生，老师也很看重我们这些特殊的人才，但是选拔始终是残酷



的，只有最优秀的竞争者才能取得好成绩，有些学校在竞赛方向一直用人海战术，但是这么

做免不了要耽误很多学生，因为能取得成绩的人很少，而没有取得成绩的人却因竞赛耽误了

大量的时间，而没有时间学习。而我是幸运的，我们学校一方面在特长培养上保留最优秀的

学生，另一方面也劝导不适合的同学退出，因材施教地为我们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我本人

在科学创新方面的成绩，同样离不开学校的引导和支持。”“我在省实验中学的老师们都非常

好，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很负责的帮助我，尤其是我的项目指导老师。事实上，很

多事情我们都需要自己去完成，中间不可避免的还会遇到一些失败，而他们的信任、鼓励和

帮助则是我最后成功的催化剂。”

在得知自己最终被保送至清华大学制造自动化与测控技术专业时，曹人天感慨地说“与

其说是我自己多年潜心科学创新的努力和成绩得到了清华的认可，不如说是母校‘不拘一格

培养人才’、‘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的教育理念使我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在毕业生欢送会上，曹人天暗下决心：“一定要修身养性，脚踏实地的学习，在大学阶

段创造出新的成果。以后争取出国深造，不断延续自己的创新能力！”我们也相信：曹人天

这个机灵、执着的大男孩终将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奏响不朽的乐章，成为我们实验人明天

的骄傲！

潘济安——理想从这里启航

潘济安，男，1996 年生。2013 届 13 班毕业生。

关心时政、勤于动手、善于动脑。荣获第 28 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第 12 届“明天小小科学家”

奖励活动一等奖、美国“国际可持续发展项目奥林匹

克竞赛”银奖。现就读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

我国地大物博，同时自然灾难频发，灾后及时有

效的救援侦查工作无疑意义重大，但在实际的救灾工

作当中，诸如河流、沟壑、围墙等复杂的环境令救援

侦查工作大打折扣。每当在报纸、电视或网络上看到

此类报导，关心时事的潘济安总是心绪难平，他觉得

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潘济安从小就喜欢机器人，一直对机器人保持有浓厚

的兴趣。进入高中后，实验园浓郁的科技创新氛围让他如鱼得水，而学校独特的校本课程培

养更让他欣喜若狂！每周二、四的第八、九节课，学生可以在网上自主选择校本课程，包括

私房菜、无线电、旅游、微观经济学、计算机等近 50 种课程，学生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

进行选择，潘济安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技创新中心的机器人小组，这让他每星期都有机会与

学校为机器人小组外聘的博士导师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大大提升了他的专业水平，

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机器人技术更为浓厚的兴趣。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失败，他终于发明出了可

以抛掷的球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进行灾难侦察，从表面上看就是一



个普通的球，由四片叶子包围，但是，其内心并不是实心的，而是由一根轴承所连接。“这

是面向灾后各种复杂环境研制的一种新型移动机器人，主要用于复杂环境现场的侦查，比如

说灾难啊或者解救人质什么的，在现场环境中存在河流、沟壑、围墙时，这个机器人就能大

显神通。”潘济安介绍，因为它既能抛出去，又能抗击重物的撞击，因此在灾难发生以后，

这种可抛掷的机器人可以越过障碍物，到达指定作用区域后落地能展开并且移动能力很强，

因此可以高效获得事件现场信息，大大提高救援效率，减少人员伤亡”。

这个发明不仅使他获得了“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一等奖和美国“国际可持续发展

项目奥林匹克竞赛”银奖，还被保送进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同时也使他在实验园赢得了大

量的“粉丝”，面对同学们的诸多问题，潘济安都耐心作答，在有同学问到他的兴趣爱好是

否与课业起冲突时，他这样说：“有很多人都问我，研究机器人、搞发明创造会不会耽误学

习？事实是这样的，为了进行机器人设计中的一个个研究，我就必须要去学习相应的知识，

这就充分调动起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并且还要将各种知识

融合应用并创新。虽然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全面提高了我各方面的能力。比如我在研究

这个机器人的过程中，用到了数学知识，物理知识等。举例来说，越障碍能力分析、落地冲

击力分析等等，这让我的知识更丰富，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科技创新活动的过

程本身也让我受益匪浅”。即使因为机器人参赛，去外地答辩，用了近 1个月的时间，返回

学校后，潘济安的考试成绩仍然没有落后。整个的高中阶段，虽然潘济安对科技创新活动充

满热情并参加了各级各类机器人比赛，但是从未影响他的功课在学校名列前茅。

“我感谢我的母校——辽宁省实验中学。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明确了自己未来

的人生道路。今天，我从这里启航；明天，我将载誉而归！”

让每一个学生都享有发明创造的权利和快乐，是我们科技创新教育的责任。高中教育固

然不可能立刻造就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和拔尖人才，但我们要让学生带着宽广的学识、非凡

的智慧、创新的动力离开校园，我们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学生终将会成为各行各

业的创新型拔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