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规做开罐头器，登山鞋能自动发电照明……

跪跪了了！！英英语语““男男神神””插插空空教教出出““爱爱迪迪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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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短短的一个
课间，就有好几个刚踏入初
中校门的学生，兴致勃勃地
拿来稚嫩的科创作品，给杨
强讲述自己的小发明。

初一新生陈悦欣，仅
上 了 一 节 杨 强 的 创 思 课
后，便对发明创造产生了
浓厚兴趣。她举着自己的
设计图纸给杨强看，图纸
上画着她新“发明”出来的
吸铁石刀套。杨强接过她
的作品，随即递给她一张
创意发明登记表，鼓励她
将想法详细写下来。

杨强的办公室不大，两
面墙的物品架上堆得满满当
当，各种仪器、模具、钳子、螺
丝刀，还有同学们的发明制
作、创意登记表、专利申请，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妙的
科学世界。

每周，杨强都能收到几
十份满载着学生们新灵感的
创意登记表。他精挑细选后，
会挑出好的发明创造，送往
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每年
都有很多学生的发明成果申
请到国家专利。从2008年至
2015年，育贤中学的学生共
成功申请到 4 5 0 项国家专
利。

最好的礼物

是学生的创意

一枚挂钩开启新生科创世界

一位英语老师，产生致力于科创教
育的想法，源于杨强的细心观察。2004
年，刚参加工作仅两年的杨强偶然发现，
学生们桌洞里东西太多放不下时，就喜
欢把书包随手扔到地上。

“我希望学生不要安于现状，而是要
开拓思路，有主动意识去改变生活。”杨
强说。他对学生们科创意识的培养，首先
从一枚小小的S形挂钩开始。杨强找来
做S钩的模具和铁丝，带领学生们自己
动手制作挂钩。

自那以后，每一届新生，都是从一枚
挂钩开始，进入科技创新的世界。“我的
教学是循序渐进的，先从解决实际问题
开始，再逐步深入探索。”杨强说。

在杨强的带领下，生活中稀松平常
的事物，在学生们的眼中都变得奥妙而
有趣，浓郁的科创氛围渗透到校园生活
的每一个角落。跑操时鞋带常松开，他就

让学生自己设计不容易松开的鞋扣。磁
扣、粘扣、松紧带，外加各种系法，能够碰
撞出无限的可能性。

育贤中学学生王铮在上课时拿着手
中的圆规，突发奇想：“如果把铅头换成
割刀片，开罐头时便可以开得既方便又
美观了。”于是在老师的帮助下，他成功
申请到了名为“开罐头器”的国家专利。

在杨强的科学实验室中，摆放着不
少同学的发明创造实物和模型。杨强拿
起一只看似平常的黑色登山鞋：“这叫多
功能快干鞋，它的前后分别有一个硬片

‘舌头’能够从鞋面和鞋底之间随意伸
缩。下雨天，一位同学觉得自己的校服裤
子长了，容易弄湿裤脚，便有了这一灵
感。后来我帮他加以完善，又在鞋头安装
了灯头，通过鞋底的机械装置，在走路时
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自动发电，可以照
明。”

每间教室都能发出无线信号

杨强的科创教育，不仅渗透到生活
中，还紧贴实事。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杨强和学生们在
痛心之余，开始沉思如何利用现在的科
技创新手段来降低地震发生后搜救的难
度。

在军校毕业、热爱无线电的杨强，便
产生了一个想法，在班里配备无线电发
射机和无线电测向机。一开始杨强拿来
自家的无线电设备，很快他的想法得到
了学校的支持，如今每个班级后门都挂
有一个无线电发射机。

教学楼顶高耸的蛛网全向天线，山
东省唯一的一个国家应急救援电台等无
线电防震减灾设备，降低了地震后的危
险系数。一旦发生地震，每个教室能够发
出不同的不间断的无线电信号，救援人

员可以利用测向机，第一时间确认待救
人员方位，最大限度减少救援时间。

杨强介绍，每届初一学生都会接受
测向机的使用培训。无线电测向也是杨
强科创教学的一大重点，通过杨强的科
创教育，学生们不仅活跃了思维，还锻炼
了体魄。

杨强笑言：“学校运动会上，中长跑
项目获奖的运动员80%是我们测向队
的。”测向队训练时，杨强每个山头藏一
个电台，让学生们拿着仪器去找，有时一
次训练能连爬好几座山。

“听着耳中滴滴答答的声音去找东
西，学生们觉得很新奇，不知不觉就走了
很多山路。他们学到的本领是从快乐中
练出来的，不是机械性逼出来的，动手能
力都特别强。”杨强说。

编教材制教具，百人次获佳绩

从2004年担任学校科技教育工作
以来，杨强带领学校各类科技代表队在
全国、省、市级竞赛中，先后夺得了81个
团体冠军，约百人次获得各类单项竞赛
前三名。

丰硕的教学成果背后，是这位英语
教师倾注的无数心血。缺乏专业知识，他
就自费购买相关书籍、材料自学；没有教
材和大纲，他便多方搜集素材，向关心科
普事业的科学家、专家教授请教，结合实
际，花了半年多时间自编了《无线电校本
教程》和《快乐创新》教材。

此外，他还自制了教具——— 创思魔
盘。魔盘分为三层，最下一层写有鞋、笔、
球、衣服等生活物品字样，第二层写有折
叠、开孔、透明、换材料等字样，第三层则

为热、光、固、声等字样。杨强说：“通过随
机旋转魔盘，不同的物品在不同的状态、
形态和操作下就会开辟出一个新事物。”

作为英语老师，他每天要批300多本
作业；作为班主任，班里事无巨细，他都
要操心。下午空闲时，他还义务维修各个
学校送来的无线电测向机。这些年，他几
乎没有休过周末，而是到学校和学生一
起训练，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妻子一人
操持。

看到学生的进步，杨强觉得一切都
很值得。“有些平时默默无闻的学生，在
创思课上却很活跃，因为科创没有对错，
一切皆有可能。当他们的想法得到肯定
时，便越来越自信，上其他课时发言也积
极了。”杨强笑着说。

教师节这天，对于济南市育贤中学36岁的英语老师杨强来说，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学生们送来的一张张奇思妙想的
发明创意图。2004年，本是“门外汉”的杨强，开启了他培养“小爱迪生”的征程，将科技创新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每个角落。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杨强自制的教具——— 创思魔盘。

在杨强的辅导下，学生发明了多功能快干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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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之路从一枚小小挂钩开始。

课间常有学生来找杨强说自己的创意。


	B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