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阶段是孩子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和

思维定型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1]。因

此，在加强对中小学生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

更应加强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培

养力度，帮助他们形成抵制伪科学、迷信和邪

教的能力，养成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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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行为习惯[2]。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浓厚

的宗教氛围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不利影响、民

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小学渗透的严

峻形势等，更突出了开展面向青少年科普教育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3]。师范类高校面向

中小学生实施科普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学科

门类齐全，兼有自然科学、教育科学、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若能有效整合学校各类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教育

工作，定会收到卓有成效的成果。

新疆师范大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师

范高校，多年来，学校一直重视开展面向中小

学生的科普教育工作，经过多年实践积累了一

定经验，并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新疆少数民族地

区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的方法，以期为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开展类似工作提供借鉴。

1 确定发展思路袁 明确发展目标
应把科普教育工作作为学校整体工作的组成

部分和学校对外宣传的窗口，整合学校教育资

源，树立大科普理念，即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为一体，充分挖掘和发挥学校科普教

育基地、重点实验室、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等进行

科普宣传与教育的作用；其次，拓展中小学生素

质科普教育新思路，结合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实

情，增强本校科普教育工作的社会渗透力，以创

建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为目标。

2 健全机构组织袁 建立保障体系
第一，经自治区科协批准，成立新疆师范

大学科学技术协会和科普工作领导小组。学校

校长任主席，学校书记和主管副校长任副主席，

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学院负责人为成员，具体由

学校科研处负责管理和组织。第二，为保证科

普工作的有序性和规范性，学校制定了一系列

规章制度，如 《新疆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协会章

程》、 《新疆师范大学专家科普宣讲团工作条

例》 等。第三，建立了一支专业水平较高、热

爱科普教育事业的教师组成的科普宣讲团。目

前宣讲团由 14 名学校不同专业学科的教师组

成，讲座融科学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为一体，讲座内容涵盖航空知识、核技术以及

新疆区域特色，包括新疆动植物资源开发与利

用、新疆宗教与信仰及文化、新疆民族音乐与

美术等，受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欢迎。第四，

积极培养一批专业素养较好的高年级本科生作

为志愿者充实到科普队伍中，目前已吸纳和培

养了十几名不同民族 （汉、维、哈） 的大学生，

在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期间向公众讲解，尤

其在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进行科普活动时配备

有语言相通的讲解员或辅导员，大大增加了科

普教育的效果。最后，保证科普教育工作的投

入，每年学校和相关学院均划拨专项科普教育

经费用以补充和更新科普教育基地的硬件和软

环境建设，并配有专门人员管理、维护和对外

联系，保证了科普教育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3 整合学校资源袁 建立科普基地
经过前期规划，融大科普于建设理念中，

充分发挥了学校兼有自然科学、教育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优势。2002 年新疆师范大

学科普教育基地成功申报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2004 年和 2007 年又

分别被批准为“乌鲁木齐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

地”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青少年科普教

育基地”。7 年来，共接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

国内外中小学生近 2 万人次，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2004 年，

科普教育基地被评为“自治区优秀青少年科普

教育基地”。目前学校科普教育基地包括新疆北

鲵室内人工繁育研究室、动植物标本展馆、岩

矿陈列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跨文化

认知和人格实验室、新疆多民族体质健康与评

价实验室和美术作品展馆等。

4 明确科普教育重点袁 加强科普教育的针

对性
新疆是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欠发达地区，

科普教育应面向所有民族成员，但由于教育资

源的限制，高校科普教育对象和科普教育内容

应有所选择和侧重。在选择以中小学生为科普

教育对象的工作中，除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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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考虑对其进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

精神的培养和普及力度，而最根本的则是科学

精神的培养[4]。我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实

际需求循序渐进地安排了感知类、思考类、体

验类和探究类等不同类型的科普活动，即通过

不同类型、层次不一的活动有意识地帮助中小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

其掌握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多年实践表明，在

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之后，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普及显得更为重要。换言之，

在实施科普教育过程中，自然科学和社会、人

文科学的教育，相通相融则利，相隔相离则弊，

尤其在多种少数民族聚居、多种宗教信仰并存

的新疆，这种融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大

科普理念更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5 注重民族区域特色袁 积极开展科普理论

和实践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住有 13 个少数民族，

8 种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

和民族生活方式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

提高新疆整体民族素质，须以不同民族文化背

景为切入点，立足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小

学生科普教育中共同存在的关键性和紧迫性问

题，以为今后决策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如由中

国科协资助的“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最适科

普教育模式探索”和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

区科协资助项目“新疆特有珍稀濒危物种———

北鲵人工繁育技术”等的研究成果，都大大提

升了科普教育基地的理论水平。

多年科普教育实践，除积累了一些经验外，

还留下很多今后科普教育工作中要深入思考的

问题。

5.1科普教育的组织者与实施者转变观念是做好

科普教育工作的前提

首先，科普教育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

节，高校领导重视是科普教育成功开展的前提；

其次，高校教师普遍存在搞科普的不如搞科研

的、科普是“小儿科”的思想。事实上，许多

科普研究领域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很多还是

“盲区”，需要有更多的优秀科研工作者从事科

普教育和科普研究。

5.2科普教育模式创新是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面向

青少年有效实施科普教育的关键

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科普教育资源有限，

南北疆经济、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如何

建立一种结合课堂教育主渠道、对学生实施科

普教育的动力机制，将是有效推进科普教育的

关键。需要针对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心

理、民族习俗和文化，在认真研究、局部实验、

总结效果、分类推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合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

科普教育模式。

5.3 加大推进双语教学力度袁 开发少数民族民族

语言文字的科普书籍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科学文化素养较

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汉语水平低，无法涉猎汉

文版的报刊书籍，而本民族语言的科普读物又

较少，因此很大程度限制了民族青少年获取知

识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新疆交通不便和文

化多样性，开展科技传播工作成本高、难度大，

科普读物、宣传品等需要多种民族语言文字，

否则科普教育的效果难以奏效。因此，政府层

面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和科普教育

投入的力度，以较快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民

族素质，增强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社会政治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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