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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未来和梦想，

暂时放弃一些“面包”
 “应试教育培训是面包，博士是未

来，创新教育是梦想”，这是关大勇对自

己 2008 年初走上创新教育之路时的总结。

所谓面包就是支持生活的物质基础，早在

2003 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关大勇就已经

开始在传统的应试教育培训机构担任老

师，由于自己的课讲的还可以，一个学校

光初三年级就有 100多人上他的课。关大

勇说：“当时看见那些学生为了考个好学

校一个月花费数万元、每天 12小时疯狂

的做题，感觉学生们都快透支了，这种完

全机械化的教育方式让我甚至觉得有点

‘恶心’，虽然钱赚的也蛮多的，但自己的

良心有点受不了。”正是这样的感受，让

关大勇开始思考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培

训方式，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关大勇产生

了做创新教育的梦想。

2008年暑期，对应试教育培训开始“厌

恶”的关大勇加入上海市青少年科技人才

培养基地——同济大学物理实践工作站，

负责创新教学设计，而后担任了副站长，

正式开始了自己创新教育的工作。2009年

5月，他完全辞掉原来的培训工作，全身

心投入到创新教育中。但这个举动在很多

人看来，都很冒险，也不划算。当时，关

大勇刚刚领证结婚，而且还在读博士。在

同济做的很多培训以公益项目和免费的亲

子项目为主，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费用。

当时关大勇博士并没有针对课程做宣传推

广手段，所以每个班基本上只有几个学生，

都是同济大学教职工听闻了这样的教育模

式后口口相传，并将自己的孩子送来学

习。 “自己当时也不是很有信心，毕竟这

件事情并没有人做过。直到 2009年下半

年，情况慢慢开始好转，才越做越有动力。”

关大勇这么评价自己创业初期的心态。到

了2011年，关大勇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获奖，

到后来他的学生能够达到市级比赛百分之

百的获奖率，谈到自己学生的获奖经历的

时候，关大勇总是满脸自信和骄傲。

回忆那段时间的波折，关大勇说，

创新教育是自己当时的梦想，而读博士则

是实现梦想的基础，为了实现梦想，获得

未来，放弃一些“面包”（在应试教育培

训机构任职）是值得的。而且也正是以上

这些不同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比较难得的

十几年中学基础教育经验和十多年的科

研经验，之后又把两者相结合做了七八年

的创新教学实践。这些经历成为了他日后

发展创新教育事业的很好的积累。

从课程出发引导学生产生兴趣
在说起自己的创新教育和传统的应

试培训最大区别的时候，关大勇说，创新

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生活的小处去引

出课题，让学生们发现兴趣点，这是现在

中国最缺乏的教育方式。关大勇举了个例

子，他曾经在课堂上让孩子们用手去夹从

上方掉落下来的 100块钱，但没人能夹的

住。为什么呢？学生们就开始思考，根据

自由落体原理计算出的结论是钱掉落的

时间只有 0.1秒，而这是人类反应时间的

极限。根据这个实验，他引导学生们发明

了人体反应检测仪，并且申请了专利。令

关大勇最欣慰的，其实并不是这个项目拿

了多少专利，而是学生们对这个有兴趣。

他们会拿着这个测试仪主动去找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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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来又引出了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影响

人的反应时间？就这样不断提出课题，不

断解决课题，在课堂上很深奥的物理知识

就在一次次有趣的试验中学会、消化、应

用到生活中了。

后来，关大勇和学生们研发的“加

强版”人体反应测试仪还得到了同济大学

交通学院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全民交

通行为安全性提升综合技术及示范》课题

老师的关注，作为交通安全科普教育技术

与教品研发的成果之一。后来关大勇的学

生又把这个仪器应用到老年人防止老年

痴呆的过程中，拿到敬老院，很受老年人

的欢迎。最终这个项目还拿到了明日科技

之星的奖项。

在关大勇看来，创新不是简单的提

出想法，也不是单纯学习新技术。他说：“现

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创客’，但是很

多人却把这个词简单化了。现在很多所谓

的技术创新，比如机械人、3D 打印、计

算机等，都只是工具，如果单纯学习技术，

学生们的思维还是固化的。所以我觉得应

该是先有创新思维，配以创客的技术，还

有我们自信自强的情怀，最终才能造就真

正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所以不要盲

目的让孩子只学某些创客技术，要让孩子

们学会去用创新的思维思考问题，这才是

关键的。”

与学校理论教育相辅相成 ，

好的教育要有系统性
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关大勇说自

己下一步想做更深入的系统性教育，比如

将智勇的特色实验课程带入更多的学校，

比如计划创办一所用创新型方式进行系

统教育的小学等。他说，其实现在很多幼

儿园阶段的亲子教育活动很火，很多家长

只要看到体系是国外引进的，就觉得先进，

应该让孩子从小参加这样的活动和培训。

而且幼儿体系到小学就断了，没有衔接了。

现在他自己的孩子也已经快上幼儿园了，

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下一步他

想将智勇这种符合中国学生要求的系统

性创新教育体系，带到更多的学校去，并

能够再学校里开设特色实验室，让孩子们

在自发动脑、自主动手的过程中，产生对

学习的兴趣，同时更加深入直观的理解课

本上枯燥的理论知识，帮助孩子们种下一

颗对学习感兴趣的种子，自然而然的提升

孩子们的成绩。同时，他还希望能在未来

5年成立一所小学，为更多的孩子们带来

更加系统化的创新式学习方式。

问答 ：

能够读到博士，你应该也是从应试

教育中走过来的，而后来你却选择了创新

教育的模式，这跟你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

关系吗？

其实没多大关系，我从小算是被“放

养”的，所以从小就比较特别，说的严重

些就是一个“奇葩”。我从小学习就比较好，

但是很少去刻意努力，自己学习的时候比

较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而不是靠死学硬

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总在不断的找规

律，找方法，然后每一次都将自己总结出

来的规律运用起来，所以从小养成的这种

学习方式，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是有很

大影响的。

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带领团队一起做，

在学生时代有没有积累一些这方面的能

力？

我现在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学生时

代积累下来的。我从 6年级开始就打工，

教英语。当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伯乐，

他刚开始是让我去他的班上上课，我说我

不用补课。后来又叫我去做打字的工作，

我觉得打字机挺有意思的，就去了。后来

他又觉得我比较特别，就让我去讲课，当

时也没想别的，就是觉得能去讲课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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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未来和梦想，

暂时放弃一些“面包”
 “应试教育培训是面包，博士是未

来，创新教育是梦想”，这是关大勇对自

己 2008 年初走上创新教育之路时的总结。

所谓面包就是支持生活的物质基础，早在

2003 年，还在读研究生的关大勇就已经

开始在传统的应试教育培训机构担任老

师，由于自己的课讲的还可以，一个学校

光初三年级就有 100多人上他的课。关大

勇说：“当时看见那些学生为了考个好学

校一个月花费数万元、每天 12小时疯狂

的做题，感觉学生们都快透支了，这种完

全机械化的教育方式让我甚至觉得有点

‘恶心’，虽然钱赚的也蛮多的，但自己的

良心有点受不了。”正是这样的感受，让

关大勇开始思考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培

训方式，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关大勇产生

了做创新教育的梦想。

2008年暑期，对应试教育培训开始“厌

恶”的关大勇加入上海市青少年科技人才

培养基地——同济大学物理实践工作站，

负责创新教学设计，而后担任了副站长，

正式开始了自己创新教育的工作。2009年

5月，他完全辞掉原来的培训工作，全身

心投入到创新教育中。但这个举动在很多

人看来，都很冒险，也不划算。当时，关

大勇刚刚领证结婚，而且还在读博士。在

同济做的很多培训以公益项目和免费的亲

子项目为主，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费用。

当时关大勇博士并没有针对课程做宣传推

广手段，所以每个班基本上只有几个学生，

都是同济大学教职工听闻了这样的教育模

式后口口相传，并将自己的孩子送来学

习。 “自己当时也不是很有信心，毕竟这

件事情并没有人做过。直到 2009年下半

年，情况慢慢开始好转，才越做越有动力。”

关大勇这么评价自己创业初期的心态。到

了2011年，关大勇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获奖，

到后来他的学生能够达到市级比赛百分之

百的获奖率，谈到自己学生的获奖经历的

时候，关大勇总是满脸自信和骄傲。

回忆那段时间的波折，关大勇说，

创新教育是自己当时的梦想，而读博士则

是实现梦想的基础，为了实现梦想，获得

未来，放弃一些“面包”（在应试教育培

训机构任职）是值得的。而且也正是以上

这些不同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比较难得的

十几年中学基础教育经验和十多年的科

研经验，之后又把两者相结合做了七八年

的创新教学实践。这些经历成为了他日后

发展创新教育事业的很好的积累。

从课程出发引导学生产生兴趣
在说起自己的创新教育和传统的应

试培训最大区别的时候，关大勇说，创新

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生活的小处去引

出课题，让学生们发现兴趣点，这是现在

中国最缺乏的教育方式。关大勇举了个例

子，他曾经在课堂上让孩子们用手去夹从

上方掉落下来的 100块钱，但没人能夹的

住。为什么呢？学生们就开始思考，根据

自由落体原理计算出的结论是钱掉落的

时间只有 0.1秒，而这是人类反应时间的

极限。根据这个实验，他引导学生们发明

了人体反应检测仪，并且申请了专利。令

关大勇最欣慰的，其实并不是这个项目拿

了多少专利，而是学生们对这个有兴趣。

他们会拿着这个测试仪主动去找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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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来又引出了下一个课题：是什么影响

人的反应时间？就这样不断提出课题，不

断解决课题，在课堂上很深奥的物理知识

就在一次次有趣的试验中学会、消化、应

用到生活中了。

后来，关大勇和学生们研发的“加

强版”人体反应测试仪还得到了同济大学

交通学院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全民交

通行为安全性提升综合技术及示范》课题

老师的关注，作为交通安全科普教育技术

与教品研发的成果之一。后来关大勇的学

生又把这个仪器应用到老年人防止老年

痴呆的过程中，拿到敬老院，很受老年人

的欢迎。最终这个项目还拿到了明日科技

之星的奖项。

在关大勇看来，创新不是简单的提

出想法，也不是单纯学习新技术。他说：“现

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创客’，但是很

多人却把这个词简单化了。现在很多所谓

的技术创新，比如机械人、3D 打印、计

算机等，都只是工具，如果单纯学习技术，

学生们的思维还是固化的。所以我觉得应

该是先有创新思维，配以创客的技术，还

有我们自信自强的情怀，最终才能造就真

正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所以不要盲

目的让孩子只学某些创客技术，要让孩子

们学会去用创新的思维思考问题，这才是

关键的。”

与学校理论教育相辅相成 ，

好的教育要有系统性
在谈到未来的计划时，关大勇说自

己下一步想做更深入的系统性教育，比如

将智勇的特色实验课程带入更多的学校，

比如计划创办一所用创新型方式进行系

统教育的小学等。他说，其实现在很多幼

儿园阶段的亲子教育活动很火，很多家长

只要看到体系是国外引进的，就觉得先进，

应该让孩子从小参加这样的活动和培训。

而且幼儿体系到小学就断了，没有衔接了。

现在他自己的孩子也已经快上幼儿园了，

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下一步他

想将智勇这种符合中国学生要求的系统

性创新教育体系，带到更多的学校去，并

能够再学校里开设特色实验室，让孩子们

在自发动脑、自主动手的过程中，产生对

学习的兴趣，同时更加深入直观的理解课

本上枯燥的理论知识，帮助孩子们种下一

颗对学习感兴趣的种子，自然而然的提升

孩子们的成绩。同时，他还希望能在未来

5年成立一所小学，为更多的孩子们带来

更加系统化的创新式学习方式。

问答 ：

能够读到博士，你应该也是从应试

教育中走过来的，而后来你却选择了创新

教育的模式，这跟你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

关系吗？

其实没多大关系，我从小算是被“放

养”的，所以从小就比较特别，说的严重

些就是一个“奇葩”。我从小学习就比较好，

但是很少去刻意努力，自己学习的时候比

较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而不是靠死学硬

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总在不断的找规

律，找方法，然后每一次都将自己总结出

来的规律运用起来，所以从小养成的这种

学习方式，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是有很

大影响的。

从开始创业到现在带领团队一起做，

在学生时代有没有积累一些这方面的能

力？

我现在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学生时

代积累下来的。我从 6年级开始就打工，

教英语。当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伯乐，

他刚开始是让我去他的班上上课，我说我

不用补课。后来又叫我去做打字的工作，

我觉得打字机挺有意思的，就去了。后来

他又觉得我比较特别，就让我去讲课，当

时也没想别的，就是觉得能去讲课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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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锻炼。

在中学的时候，我还组织过一次蛮

轰动的教师节“逃学日”活动，我是学生

会主席，为了感恩我们的老师，所以就组

织大家在教师节当天集体逃学，其实是想

给老师一个惊喜的同时，让一直辛苦工作

的老师们能在教师节当天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为全校老师准备了鲜花贺卡，当时除

了我们学生会的几个骨干之外，只有校长

知道。我们用学生会的经费买花，在每个

教室的黑板上布置上喜庆的黑板报，当时

记得很多年轻的老师们都感动的哭了，当

地的媒体记者还来报道了这件事情。这些

事情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后来的工作中，

不论是沟通交流也好，还是带领团队合作

攻关也好，我都认准一个目标，就是：意

义，做每一件事情必须要超越其价值本身

的意义。

当下教育方式的话题也一直都是热

点，你在这么多年的创新教育中有没有一

些不同的心得？

在教学方面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我们

一直在坚持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法，这跟

常规的引导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曾经

有一个学生来我这里，说是自己以后就想

赚钱，所以想要学习金融方面的项目，我

说可以啊，当时我就对他说：你看，如果

要做一个项目，你得先进行前期调研吧，

你还得做预算吧，而且还要控制过程的时

间节点，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问题怎么解

决？如果想要服务外包，那也要尝试充分

对接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一个产品经

理，你要对自己的产品过程全权把关，这

不是符合你想学商科、想赚钱的要求吗？

所以，我们提倡的基于项目的学习，不仅

是锻炼学生们在学科方面的知识，它是一

个全方位的过程，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学

生们要提出课题，要进行实验，要做论文，

要答辩，可以充分锻炼学生们想问题，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