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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第一中学
“常规课堂+第二课堂”
跨学科培养科技人才

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技术组学

科组长吴海青给同学们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示范课——《递归与递推算

法》。她以汉诺塔游戏为引子，深入浅

出地讲解了递归算法的核心概念，并

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引导学生探究

如何为程序增加步数标注功能。吴海

青还引入了割圆术求解圆周率的递推

算法，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递推的魅

力，感受到AI技术的巨大潜力。

2025年秋季，海口市第一中学高

中部自主招生计划招收130人，其中学

科类计划招收80人。“通过自主招生进

来的学生，学校会根据他们现有的基础

进行提高训练，并通过开设第二课堂展

开针对性培养。”吴海青介绍。

近年来，海口市第一中学通过“常

规课堂+第二课堂”双轨并行模式，兼

顾全体学生的基础提升与特长生的个

性化发展。

其中，第二课堂内容主要分为两

个方向。一方面是围绕信息学奥林匹

克竞赛内容展开教学，聚焦编程与算

法训练，通过集训提升竞赛能力，为高

校自主招生储备人才；另一方面是专

门针对科技类特长生进行拔高训练，

如机器人课程、3D打印技术、单片机

与物联网等内容，培养学生数字化设

计与实践能力。

吴海青介绍，第二课堂以“学生自

主项目+导师制”为核心，教师从知识

传授者转型为项目引导者，学生可自

选课题或参考教师命题，在实验室开

放时段自主探索。该课堂于每周二、

周四下午开课，学生可灵活利用下午

和晚修时段进行个性化指导与项目化

训练，平衡学业压力与特长发展。

吴海青说，针对有突出兴趣或特

长的学生，可组建5人左右的“小团

队”，通过多样化的培养路径，培育具

有突出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优秀中

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科学志向。

下一步，该校计划将单片机、物联

网等课程纳入必修模块，强化物理与

信息技术的跨学科实践，构建“兴趣启

蒙—特长培养—职业发展”的全链条

育人体系。

开设第二课堂、推出“AI科学班”、组建科技社团……

招收培养科技特长生
海南多所高中开辟多元化育人之路

近日，海南多所高中
学校开展了2025年秋季
学期自主招生考试，招收科
技、艺术、体育、黎族织锦等
领域特长生，各学校招收人
数有限，竞争十分激烈。

记者了解发现，与往
年相比，学科特长类的比重
逐年递增，尤其是科技类特
长领域的招生比例不断增
大，体现出海南各校对学科
竞赛领域人才的培养愈加
重视。针对自主招生录取
进来的科技类特长生，各
校纷纷结合教学特色，围
绕师资配备、硬件设施、定
制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
开辟一条多样化的特色育
人之路。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海南省国兴中学
强化“科学+机器人”
竞教融合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2025年秋季，海南省国兴中学高

中部自主招生计划招收54人，其中科

技创新特长生招收21人（科学类19

人、“机器人”类2人）。“我校科技特长

生培养以接轨高校强基计划为核心，

聚焦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及前沿科技

领域。选拔学业优异、具有学科特长

或创新潜质的学生，通过特色课程体

系与培养举措提升竞争力。”海南省国

兴中学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科技类特长生培养方面，该校

开设了基础学科强化、竞赛、科技创新

实践及高校衔接课程，配备导师定制

个性化培养方案。

“学校配备了创客教室、车模教

室、3D打印教室等专用场地，用于机

器人搭建、硬件开发等实践课程。”海

南省国兴中学高中信息技术教师吴陈

金介绍，编程课程依托常规计算机教

室开展，以C++语言教学为主，对接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需求。

竞赛导向的创客类课程则偏向制

作实体作品，以真实生活场景驱动项

目设计，如盲人辅助设备、智能农场监

测系统等。

“机器人”类特长生培养方面，该

校开设了简易机器人制作、无人机编

程操作等拓展课程，学习计算机编程、

机器人搭建等内容，巩固学科基础。

“我们以乐高机器人平台为核心，

涵盖机械结构搭建、编程控制及竞赛

任务实战，重点培养工程思维与创新

能力。”海南省国兴中学“机器人”类特

长班教练岑运林介绍，科技类特长生

们每周固定上2节课时（周二、周四下

午放学后），需完成指定项目任务，也

可在课余时间补学未完成的内容。

此外，该校还组建了校内科技社

团——机器人AI社，定期组织校际交

流与对外展示活动，参加海南省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

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青少年科技教

育成果展示大赛等。

下一步，该校将继续抓好跨学科

教学，加强学生知识的整合运用、实践

能力的培养以及多元评价体系的构

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
科技创新与校企协同
“双向渗透”课程锻造科创人才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

校传来一则喜讯——在 2025APIO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信息学奥林匹克）

中国区竞赛中，该校高一年级学生关

陈晓斩获铜牌，成为海南代表队中唯

一获奖的选手，为海南赢得了荣誉。

与去年相比，今年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附属学校自主招生增设了“人文

学科专长”，共招7人。同时科技创新

类的考核内容增加了“语数外”三门主

科的考察。

作为海南省首批“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实验学校”，该校针对特长生培养

构建了系统化、个性化的课程体系。

“学校为科技创新类特长生开设了《信

息学竞赛》《创客机器人课程》《科技创

新课程》等校本课程，并针对有潜力的

学生进行单独指导。”北京师范大学海

口附属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

课程衔接机制方面，该校建立了

“双向渗透”的课程融合模式。对于科

技创新类特长生，数理化基础课程与

信息学、机器人等特长课程内容相互

渗透，如在物理课堂中融入编程思维、

在化学实验中引入数据分析等，这种

衔接模式既保证了学科知识的系统

性，又强化了特长发展的专业性。

“科技创新类特长生每周有6-8

课时的专项训练，安排在放学后及周

末。所有特长课程均由专业教师团队

负责实施，以保障训练的系统性和连

续性。”该校有关负责人说。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北京师范大

学海口附属学校为每位特长生制定

“个人成长档案”，记录其专业进步轨

迹，并定期调整培养方案。对已达到

较高专业水平的学生，会适当减少基

础训练课时，增加创新项目研究时间；

而对起步较晚但潜力大的学生，则加

强基本功训练，同时通过“学长导师

制”提供个性化指导。

此外，该校还构建了多元协同培养

机制，与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

校建立拔尖人才共育平台；连续两年举

办中学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共育论坛

活动，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共

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施路径。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
科技与人文并重
推特色建制班培育创新型人才

3D打印、激光切割机、机器人灵活

走位……近日，在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

校第二届科技文化节活动现场，一场场

科普互动展览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

2025年秋季，人大附中海口实验

学校高中部自主招生计划招收招生

45人，其中科技创新类优秀初中毕业

生42人，并首次推出“AI科学班”“人

文特色班”等特色建制班，构建“强

基+科创+人文”三位一体的未来教育

新范式。

“我们与科大讯飞共建两间AI实

验室，配备英语听说智能系统，学生可

实时与AI进行口语对话训练。”人大

附中海口实验学校校长蒲煜介绍，同

时开发“AI+学科”融合课程，引入人

大附中本部“双师课堂”（线上名师+

线下导师），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深度融合。

基于“人文立校”发展策略，该校

推出“人文博雅班”，邀请北京师范大

学吴欣歆教授指导实施“贯通阅读项

目”，横向覆盖全学科，纵向贯穿小初

高学段。

“科技时代更需筑牢人文根基，这

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蒲煜校长表

示，学校还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

海交大医学院等高校开设《航空燃料

学》大学先修课及暑期医学夏令营，并

筹建“少年科学院”，选拔优秀学生参

与国家级科研项目集训，与人大附中

本部资源共享。

当前，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构

建了“国家课程+特色选修+荣誉课

程”三级课程体系。其中，国家课程校

本化实施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涉及自然

科学、交叉创新、身心健康、艺术生活、

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等领域。

每周该校都会设置跨学科选修课

与社团活动，涵盖3D打印、机器人、互

联网及无人驾驶、音乐疗愈等前沿领

域；评价体系引入思想品德、行为习

惯、领导能力、学习能力、体育锻炼、心

理素质等维度量表，与“强基计划”形

成衔接，多元发展育人目标。

未来，该校将拓展至全学科AI教

学场景，打造人工智能赋能课堂。

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正在上科技类课程。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