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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塘下·新塘下8

电影院经营的顺风顺水并

未让邵文瑞止步，他时刻关注

着市场变化，寻觅新的商机。

2014 年，伴随着家庭新成

员的到来，邵文瑞和妻子想让

孩子从小接受更好的教育，于

是去市区新兴的早教中心看

看。送孩子去了几次早教体验

课后，他发现塘下还少有这种

市场。于是，他又动起了涉足

早教行业的念头。

经前期的市场调查，邵文瑞

将早教中心的教学模式归纳为

开放式和传统式，结合塘下本土

的实际情况和传统观念，他认为

传统中式的早教模式更适合塘

下市民，“东方爱婴”早教中心的

教学正好符合他的理念。

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再

次创业。去年4月，他加盟“东方

爱婴”，在塘下开出分中心，面积

1800平方米，现有教师18名，主

要从事0至3周岁婴幼儿早期教

育。除使用“东方爱婴”的教具、

教案等外，邵文瑞还新增了自己

的元素，如修建儿童乐园和泳池

等设施，让孩子的早教生活更富

趣味性，并开设针对4周岁以下

孩子的日托班，利用多媒体上

课，实现“互联网＋教育”。更值

一提的是，邵文瑞还和教师们创

造了“唱名歌”，即每节课前教师

都会将孩子的名字融入歌曲，让

孩子在优美的歌声中记住自己

的名字。

“0至3岁是婴幼儿的关键

启蒙时期，用循循善诱和开放

性的思维去引导、教育孩子，能

很好地促进他们学习与吸收，

同时也能让家长学习如何正确

地 教 育 孩 子 ，如 何 与 孩 子 相

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会更注重家长与婴幼儿的实践

互动，让他们互学互处，在轻松

的氛围中进步。”邵文瑞说。

对于“创客”教育而言，学生

的参与尤为重要。在塘下实验

小学，小“创客”们的积极性有多

高，从“创客”工坊满满的设计作

品中可见一斑。

走进“创客”工坊，各类机器

人、立体智能停车场、智能情绪

遥控车、声音警示器等设计作品

格外引人注目。3D 打印机、数

控切割机、交互式一体机等带着

科技基因的设备随处可见。

“这可不是一般的玩具遥控

车，它可以与人打招呼呢！如果

有人出现在车前 50 厘米内，小

车会自动启动舵机，摇晃双手表

示欢迎，同时表情面板上滚动显

示英文‘hello’。”“他还会表达

伤心和开心呢！如果前方 100

厘米内没有障碍物，表情面板显

示开心的表情；如果前方 20 厘

米内有障碍物，表情面板显示伤

心表情。”当天在“创客”工坊，该

校学生张文洋和潘弈丞兴奋地

解说着眼前这辆由他俩共同创

造的智能情绪遥控车，该作品让

这两位小创客夺得2015年全国

青少年“创客”比赛（温州站）优

胜奖。

两张桌子上，放着学生们设

计的机器人以及障碍物。在旁

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螺丝

刀、老虎钳、美工刀、控制器、连

接线等工具和零件。

张卫东介绍，一个机器人需

要上千个零件组装，同时需要学

生们将机器人的每一步、每一个

动作都测量好，输入电脑，并在

电脑上编入各种程序，控制机器

人完成各种动作。

“对小学生来说，这是个不

小的挑战。可以锻炼他们的团

队合作意识、动手能力和临场应

变能力。”张卫东介绍，在制作过

程中，孩子们会有不同意见，不

过大家都是互相商量，把每人的

想法都实践一遍，谁的想法好，

最后就采纳谁的。

“机器人只是其中一块内

容，学生们可以发挥想象和创造

力，创造出其他东西。”张卫东

说，“孩子们作品的价值并不在

于它的技术含量有多高，我们播

下一颗种子，希望把孩子内心的

创意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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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瑞安亿嘉国际影城，加盟“东方爱婴”早教中心

邵文瑞：不断寻找市场空白点
■记者 张洵煜

发现塘下娱乐市场中电影院尚存空白，开起了塘下标志性的电

影院；发现早教市场的商机，加盟早教机构并融入自己的创新元素，

这是邵文瑞的创业故事。这位不满30岁的青年，并未接手父母的生

意，而是选择自主创业，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寻找市场的空白点，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创”出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寻觅塘下娱乐市场空白点

邵文瑞今年 29 岁，邵宅村

人。2009年，邵文瑞大学毕业，

成绩不错的他并未和身边的同

学一样选择考公务员，而是一直

寻觅商机，渴望创业。“大概是受

到父母做水管建材生意的影响，

我也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打拼

出自己的一份事业，这是种挑

战。”邵文瑞说。

2010 年，亿嘉广场开盘招

商，这引起了邵文瑞的关注。观

察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入驻亿嘉

的商铺多为服饰店，少有娱乐场

所，对比大城市的商厦广场，在综

合性上有所缺失。再转而思索塘

下的娱乐市场，邵文瑞发现塘下

当时还没有一个正规的电影院，

市民想看电影都得去市区看，对

于消费能力不错的塘下人来说，

想在本地看电影反倒成了件难如

愿的事。

但筹建电影院的资金可不

是笔小数目。邵文瑞将自己的

创业计划告诉了身边的朋友，最

终，他以众筹的方式筹得660万

元，解决了资金难题。2011 年

10月，瑞安亿嘉国际影城开业，

面积1600平方米，共设9个厅。

说起电影院的筹备，邵文瑞

深有感触。“电影院并非建成就

行，还得完成引进影片、寻找院线

等一系列流程，十分复杂。”邵文

瑞说，为此，他特地跑去北京考

察，在传统数字电影和小规模家

庭影院中选择了更适合塘下市民

的传统数字电影，并根据就近原

则选择了“雁荡”院线。从影院的

设计到装修，邵文瑞都一手包办，

参与施工，并亲自购买建材。为

降低成本，平时不爱讨价还价的

他也开始“斤斤计较”，货比三家

后再拿不同的样式给股东们看，

最后投票作出选择。4个多月的

辛苦在影院营业的第一天就得到

了回报，不出邵文瑞所料，电影院

人气爆满，开业第一天就有18万

元的营业额，共3000多人观影。

如今，问起塘下哪里可以看

电影，塘下市民第一个想到的便

是瑞安亿嘉国际影城，“亿嘉”的

入驻，也让塘下的小城市氛围更

浓厚了。邵文瑞介绍，自开业以

来，“亿嘉”每年的营业额都能稳

定保持在1000万元左右。

加盟新兴早教中心

组装智能情绪遥控车、发明自动浇花器⋯⋯

塘下实验小学有群爱发明的小“创客”
■见习记者 苏梦璐

一根土壤湿度探测器、一个控制器、一只水泵，能组装

成什么东西？塘下实验小学的3名学生创造出了一台自

动浇花器。

在塘下实验小学，和这3名学生一样爱创新的孩子还

有很多。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源于学校的“创客教育”，

这群孩子有个时髦的称号——“创客”。

花费20万元打造“创客工坊”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

词“Maker”，是指出于兴趣与爱

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

的人。

“创客教育”是什么？该校

负责“创客教育”的副校长张卫

东认为，“创客教育”就是把“创

客”的理念融入到学校的教育

中，发挥想象和创造，去动手和

实践。

“我们学校之前一直在开展

各种社团活动，像机器人社团、

创意美术小组等，这也是一种创

造。”张卫东说，“创客”的技术含

量要更高一些，需要掌握电脑编

程、电子技术等，与数字时代接

轨。

2015 年 9 月，该校花费近

20 万元，购买了电脑和各类器

材，打造了一间近100平方米的

工作室，命名为“创客工坊”。本

学期初，该校成立创客社团，通

过“设计理论+现场动手操作”

的形式选拔招募到 20 名小“创

客”，每周五下午在“创客工坊”

开展“创客”教育。除此之外，该

校还开展各类自主拓展课程及

时间拓展课程，该校学生更是在

每年科技节小发明、scratch 现

场编程等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使该

校获评首批“温州市青少年创客

基地”。

小“创客”们积极性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