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范”成为杭州向世界递出的新

名片，而其中，社区则是展示杭州展示国

际化面貌的重要窗口。11 月 13 日，围绕

“开放、多元、融合”主题的“国际化住区”

专家论坛在奥体国际村生活体验中心举

行，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处

处长毛燕武教授；浙江省著名房产研究和

评论专家丁建刚老师；翼虎地产机构总经

理郭华等各路专家以及众多媒体代表，围

绕国际化杭州的国际化社区建设进行了

广泛的交流和献计献策。

奥体国际村——

迎合国际化城市需求，服务国际塔尖人群

杭州，高速发展的城市新贵，吸引着

大量国际国内塔尖人群。而他们对于服

务居住的需求，也应运而生。

奥体与滨江、钱江新城板块连接形成

大的 CBD 板块，正处奥体圆心的奥体国

际村，主打国际品质社区概念，致力迎合

杭州国际化生活需求。它的出现，正解决

了区域缺乏国际住区的“尴尬”。

奥体国际村——

承接国际人群需求，打造国际化社区

奥体国际村处于钱江世纪城，与钱江

新城拥江而立，是杭州城市国际化战略发

展中不可或缺的板块，这里将是未来杭州

国际化人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些

外籍人士尤其是国际塔尖对于居住形式

的选择，有着其独有的情结。承接区域

国际人士的居住需求，奥体国际村的国

际化品质住区应运而生。

国际化住区——

开放多元融合，国际品质生活体验

奥体国际村围绕“开放、多元、融合”

的建设理念，打造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交

融的国际化社区生活。双层 LOFT 百变

空间，28-41㎡的建筑面积，上下两层生

活空间，尊贵大方。LOFT 产品少有的

瞰景阳台，住户可以每日在阳台俯瞰奥

体盛景。”双钥匙”产品，一份投资双份回

报，享有极佳的市场热度。配套的空间，

拟打造咖啡书吧，公共客厅，私密会所，

满足全方位的国际生活。

奥体国际村，致力成为国际化住区

样板，生活体验中心和样板房现已开放，

欢迎尊临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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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四季课程，是杭州市时代小学别

具特色的拓展课程。今年秋天，他们玩菊。

全校同学从10月下旬开始，利用每周二

下午的快乐星期二时间，分了百余个研究小

组，对秋菊开展了研究。日前，学校利用快乐

星期二的时间将同学们一个月的研究成果进

行公开展示，全校六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共赏

菊花、品味秋天。

一年级小朋友从读曹文轩《菊花娃娃》的

绘本开始，设计菊花娃娃，还为每一个菊花娃

娃编了一个小故事，录制成了微视频；二年级

同学从与菊花相关的古诗、摄影、书法、绘画、

科学等入手，制作了菊花装饰盘；三年级的教

室成了高大上的“菊花博物馆”；四年级同学

利用1000余盆美丽的菊花，搭出了7个经典

的菊花造型；五年级搞起了“菊花”盛宴，汇集

了各种小游戏；六年级则办起了红红火火的

“菊花产品展销会”，让每一位同学满载而归。

学校孔慰副校长告诉记者：实践类课程

的每一个主题、每一个项目设计均围绕学生

的多方面核心素养展开，是跨学科、跨领域的

整合。每一个项目的学习，既需要现行课程

体系中各学科的综合学习，又需要科学、人

文、艺术、语言等领域的有机整合，使儿童能

够接受多元知识的滋养，从而恰当应对科学

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挑战。 本报记者 姜赟

杭州时代小学玩出秋菊新花样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

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元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新模式，全国各地有不少学校

都在努力尝试。钱学森之子、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

永刚教授告诉记者，第一个钱学森班于 2005 年成立，至今钱

学森班（院校）在全国的高校、中小学已经有 36 所，到今年年

底前总数会超过40所。

前天，这些学校的校长都来到了杭州，参加第二届全国钱

学森班（院校）工作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全国钱学森班工作联

盟和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联合主办，杭州时代小学承

办，该校在2016年设立了浙江省首个小学钱学森班。

在这论坛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原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绪培直指中国教育的弊端，几十年了，为何还在为考高分刷

题。他认为，这种题海战术，就是把孩子的思维往下拉的做法。

全国36位钱学森班负责人齐聚杭州，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绪培的发言，直指中国教育弊端——

几十年了，为何还在为考高分刷题
本报记者 梁建伟

张绪培说，现在的教育模式导致两种现状，一是学生的学

习效率低下，二是高分低能。“启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通过启

蒙让孩子读懂自己，然后才有创造的动力，有幸福的人生。通

过教育启蒙让孩子知道喜欢什么，能干什么，准备干什么，但

中国的家长对公平的理解出了偏差，他们希望把不一样的人

变成一样的人。”

他说：“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他

希望家长引导孩子对学科的专注，而不是对分数的追求。

张绪培举了两个例子，上海学生在全球的 PISA 测试中

表现突出，但 PISA 测试的主办者根据大数据分析后发现，

中国孩子的测试分数很高，负担却是其他国家的两三倍，而

且他们对学科没有感觉；另一个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在去年

做的调查，读完博士毕业后专业离散度最大的学生群体，来

自于中国，他们到美国留学不是去做学问的，而是为了拿一

张文凭。

有一件事，给张绪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佛大学数学

教授丘成桐，曾接受一群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学生提问。

问题还没有提完，丘教授就恼火了，这批学生所提的问题，都

是解题技巧层面的，没有一个数学问题。“教育工作者的本事，

是让学生悟到知识的核心和魅力，创造有深度思维的人才。”

张绪培说，这也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让孩子学习发声。

他发现我们大量的课是老师嚼烂了给孩子记，方式是训

练孩子的解题熟练度。“只有记忆的学习，只会给孩子留下痛

苦。一堂好课必须让孩子有感悟，进行自我建构。”

他说，很多孩子到了大学就不读书了，这样的孩子有作为

吗？只有让孩子深度学习，提升智慧的质量、动手能力，才能

形成结构化的知识，而不是分散的知识点，更不是一道道题

目。

早些年，张绪培曾带着杭州的一群名校长到美国访问，在

一所高中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学校后面有一个工棚，学生

在那里造飞机。

“他们造的是那种可以飞上天的飞机，把我们所有的高中

校长给惊呆了。”张绪培回忆说，为了造飞机，学生还成立了4

个社团，有资金筹集组、研究动力组和研究外形组，还有一个

是法律援助组，因为没有批准，飞机是不能起飞的，学生要研

究美国的法律，通过法律途径让飞机上天。

“这个才是真实践，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张绪培说，现在

流行 steam 课程，其实在他的学生时代就有了。“我们那时有

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少年航模，我为什么选择物理？就是

喜欢这些东西。”

他认为，我们要给学生创设一个好的环境，首先要给他们

一个试错的环境。“不允许孩子犯错，他们怎么成长？我们要

容忍孩子淘气，要保护他们的天性。要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

的事，一味家长包办，培养出来的是一批啃老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