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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起校外科学教育的健康生态
过去两年，科普达人“不刷题的吴姥姥”在短视

频平台上收获了上百万粉丝的喜爱。
早在2007年，吴於人便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同济大学物理实践
工作站，并担任首任站长。2010年退休后，吴於人
全身心投入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科技创新教育之
中。2018年，从同济大学退休8年后，吴於人联合
同济大学十位教授、博士成立“不刷题俱乐部”，探
索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科普。

“做科学教育，提升孩子理科思维能力和创新
意识，让他学会研究。”不让孩子死记硬背公式，而
是在亲自动手的实践研究中，加强理解和记忆，更
重要的是体验合作、受挫、坚持和成功的喜悦。这
是吴於人始终强调的理念。

十几年来，无论多么困难，吴於人和团队都咬
牙为孩子们创建尽可能完备的科技实验研究环境，
使许许多多的孩子在“未来科学家实验场”中学会
了科学研究，学会了研究所需的现代信息技术，学
会了手工加工技能，习惯了时间管理；与此同时，他
们从事科技事业的理想也逐渐明晰。

令吴於人十分不解和担忧的是，“有的科学教
育机构号称花几万块钱做课题，承诺只需要很短的
时间就能让孩子获奖。这是害了孩子，却有家长上
当”。“对学校来说，个性化教育相对难一点。所以
校外科学教育和校内形成互补。但校外科学教育
需要建立起长效的、健康的生态。”

在记者采访吴於人时，她正作为专家顾问参加
“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大赛，和青少年一起探讨什么
是“好问题”。活动间隙，她告诉记者，重要的是要
让孩子看到身边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希望
孩子通过研究，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了好奇心，
才能真正走进科学的殿堂。”

2.有效利用资源提高校外科学教育专业性
北京的张女士喜欢带孩子逛科技馆、博物馆，

但最近她有些困扰。她发现，在孩子道出疑惑时，
一些科技馆、博物馆的“老师”也给不出专业的、准
确的解答。“这让家长很难放心把孩子领进科技
馆。”张女士说。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授白欣表示，当
前的校外科学教育资源在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
方面仍存在一些差距。大部分家长希望通过校外
科学教育让孩子接触更广泛的科学知识，培养孩子
对不同科学领域的兴趣，拓宽孩子的知识视野。但
不少科技场馆的专业性、权威性却达不到这个要

求。
白欣认为，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对博物馆、科技

馆等场馆的质量监督和评估。业界相关专业学会
可以建立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场馆根据评估结果
定期对展览和陈设进行调整更新，改进展览内容。
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反馈机制，保持展览的学术性和
知识性。

此外，白欣还建议，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应该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科
学知识储备。科技场馆可以跟相关学术机构、大
学、研究所等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资源和信息。“与
学术界进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场馆获得
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展示方式，以确保展览内容
的专业性和前沿性；同时，还可以请知名专家、教授
对场馆讲解人员进行培训。”

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夏军介绍，为增强科
学性、专业性，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依托江苏省教
育厅、省科协资源，遴选一批思想品质优秀、热爱教
育事业、科普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两院院士等，长期
开展“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开展面对面的科普讲
座、科普阅读等活动，为孩子们带去科普大餐。“仅
2023年上半年，已开展了32场讲座，学校参与面累
计达1.5万人次，线上网络端受众68.9万。”夏军列
出一组数据。

吴於人则表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不仅需要校
内外的科学教育场馆资源、专业的科学导师，还需
要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课程体系作为支撑。在过
去13年里，吴於人与其团队研发设计了数千课时
的科学教育课程，围绕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智发展
特点，在实践探究生活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让学生逐
步感受科学乐趣、形成科学兴趣、树立科学志趣，通
过民营科学教育的载体，真正实现创新人才的早期
发现与贯通式培养。

3.整合社会资源助力拔尖人才培养
《意见》提出，加强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

通过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
加法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更
加完善，社会各方资源有机整合。

白欣表示，校内校外科学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是提高科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重要环节。学校和
校外科学教育机构可以建立合作机制，通过共享资
源、教学经验和师资力量，实现彼此的优势互补。
比如，双方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包括线上和线
下资源共享，使得学校和校外科学教育机构能够及
时交流教学内容、教材、资源等；可以共同规划教学

内容、确定活动安排；还可以开展创新活动和项目
合作，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竞赛、科技创新等实践性
的科学教育活动。

“实现校内和校外科学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和衔接，提供更全面、丰富的
科学教育体验，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培养目标。
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合作机会和创新空间，为教
师和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白欣说。

深度整合全社会科学教育资源，是促进科学教
育高质量开展的有效途径。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
中心主任陆晔表示，关注科创拔尖人才早期培养，
需要思考如何从机制创新角度，整合新资源，探索
新体制，着力解决原有科创拔尖人才早期培养平台
高端资源短缺、实践载体不足、培养机制不畅，难以
系统化、规模化培养的关键问题。

陆晔介绍，上海市多年来不断优化科学教育布
局，搭建青少年科学教育的“育人大平台”，优化人
才培养生态。通过高水平教师资源库、高质量平台
资源库、高品质教学资源库三大资源库的建设，实
现高质量科普教育资源储备和科创项目集聚，为青
少年科学教育提供体系化支撑。比如，建立了高水
平专业化创新型教师库，组建了由 30 余位院士、
600余名正副教授（研究员）构成的专家智库和导
师团队，由300名校外科技专职教师以及2000余名
校内科技总辅导员(兼职）组成的科技教师队伍，通
过优秀科技教师培养更优秀的未来人才。

有上海校外素质教育“大众点评”之称的上海
市学生素质教育优质资源平台，基于学生学习场景
的不同和需求的差异，推出3002门在线公益课程，
1868门进校服务课程和105条校外行走课程，其中
科学类占总数的48.25%。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行业优秀社企等研发的课程进校服务，受益
师生总人数超过80万。

陆晔表示，今后，要通过实施面向人人的科普
教育，整合并用好校内校外科普资源，在“双减”工
作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大力培育青少年的科学思
维、科学素养，为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培养后备人才。

吴於人认为，作为校外民营科技创新教育机
构，不能忘记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一定要坚持现
代教育理念，坚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坚持一切为
了教育对象的根本利益。在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
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掘他们的科学潜能，“在青少年
的人才高地上，才能获得更多真正的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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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如何用好校外大课堂

近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不仅要求改进学校教学与服务，还
要求用好社会大课堂。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有助于落实“双减”政策、切
实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
青少年群体，事关我国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队伍壮大，事关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的实现。

暑期正是校外科学教育发挥主要功能的时刻，在学校主阵地之外，校
外科学教育如何做好学校科学教育的补充？如何用好社会大课堂为青少
年科学教育创造有利条件？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师生家长及相关人士共同
探讨。

7月2日，南京一家书店内，家长陪伴小朋友阅读。

7 月 5 日 ，
安徽省合肥市
小学生在家长
的陪同下来到
科技馆，近距离
体验科普设备、
感受科技魅力。

广州一
家暑期班，
老师正在带
着孩子做实
验。（资料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