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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的自然现象，其特有的瞬时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

力使得它难以避免地会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和经

济的巨大损失。我国是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之一，历史上，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都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地震。全国 50 万以上人口

的大中城市中，处于 VII 度以上高地震危险区的

城市占 54.1豫。有史以来，两次造成 20 万以上人

口死亡的大地震都发生在中国，其中最为典型的

是 1976 年 7.8 级唐山地震，该次地震使 24.2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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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丧生，经济损失 100亿人民币，整个城市夷为平

地。而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造成 8.9 万人

失踪和死亡，经济损失达 8 451亿元人民币，整个

中华大地乃至全世界均为之震撼。因此，就对人

们生命安全的威胁来说，地震灾害是群灾之首。

地震是不可避免的，短时临震预报的成功

率还很低。防震减灾工作除了结构抗震加固等

工程措施外，地震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也至关

重要，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存亡。但是，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在防震减灾宣传普及教育、

提高民众的减灾自护能力等方面的工作仍然比

较薄弱，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于防震减灾所需

具备的科学常识、自救互救知识了解得比较少，

普遍未接受重大灾难下如何逃生的训练，人们

恐惧地震，常常在地震发生时，盲目逃生，造

成许多不必要的灾害损失。例如，1994 年 9 月

台湾海峡 7.3 级地震造成 4 人死亡、799 人受

伤、110 人重伤，但伤亡人员中 91%以上是由于

缺乏必要的常识，惊慌逃避而挤伤、踩伤造成

的，其中又以正在上课的学生居多，而坚持开

展防震减灾宣传的福建漳州市就无一人伤亡，

该市早在 1985 年就将地震知识和防灾常识编入

了中小学课本[1]；1984 年 5 月南黄海 6.2 级地震，

虽然只有 19 间年久失修的陈旧房屋倒塌，没有

人被砸死，但由于震感很强，引起上海、南京

等地许多人的恐慌，出现了 500 多人跳楼的事

件，造成重伤 54 人、轻伤 209 人，8 人由于恐慌

而死亡[2]。如果在震前人们就接受了地震科普知

识和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则地震发生时，

人们的警觉程度较高、临震时的心理状态也好、

处理险情的能力强，能够采取自救互救等手段

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说，面对灾害人们的反

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成熟度，也

体现了民众的防灾科学素养。因此，在全社会

进行抗震减灾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有着特别重

要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中小学阶

段是学生思维定型的关键时期，同时，相比于

幼儿园学生，青少年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也

会大大增强，因此我们将青少年作为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的重点对象，通过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力争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

动整个社会”的目的。这对增强广大师生自觉识

别地震谣传、掌握防震避震技能和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带动全社会提

高防震减灾意识、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损

失、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必将产

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加强地震科普知

识的同时，加强青少年现代地震科学技术的宣

传，对于他们养成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和用

科学的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他们的

科技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科学文化素养能

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8 年，我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
汶川特大地震，中小学生在此次地震中伤亡极其

惨重，无数民众为之扼腕痛惜，这从一侧面反映

了当前我国对青少年的地震科普教育仍然比较薄

弱。作为在高校中从事防震减灾工程的科研工作

者，迫切感觉到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到对公众尤

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地震科普教育的工作中来。

那么，高校教师如何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呢？最

好的方式就是与中小学校合作，对青少年学生开

展地震科普讲座，增强学生的防灾意识和面对地

震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并将防震减灾新技术以

参观等方式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防震减灾新技

术有直观、清晰的了解，增强对防震减灾科学知

识的兴趣。本文将介绍作者在对青少年开展地震

科普教育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重点介绍在制

作地震科普讲座时应注意的事项，并提出将科研

与科普相结合的科普教育模式。

1 科学制作地震科普讲座
目前，地震科普宣传的形式主要有科技馆或

地震局的展板、挂图、小册子等，通常在防震减

灾法颁布日或某些纪念活动日才有大规模的宣传

报道和科普讲座。而科普讲座也大多请一些院

士、专家等在这些特殊活动日来开展，受众面

小，同时大多没有区分公众不同年龄、不同阶

层、不同科学素养和不同承受能力的情况，也多

数没有从科普的角度对地震和避震知识进行全面

系统的讲解。通过为某中学制作地震科普讲座

PPT 材料，作者总结了以下经验。

1.1 地震科普讲座应有针对性

青少年一般在日常课程中已经初步学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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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震知识，此外，有些学生还可能已经通过

网络、电视等渠道了解了一些地震知识，对某

些避震常识也有些初步了解，他们对本地震科

普讲座的兴趣不一定那么浓厚，为了快速抓住

学生的注意力，地震科普讲座首先通过图片和

数据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地震对人类生命财产的

巨大危害，给他们以震撼力。但是，同时应当

注意到青少年毕竟是才十几岁的年龄，他们自

我约束的能力还很有限，心理承受能力也有限，

因此选择的震害图片不应过分血腥和恐怖，以

免给学生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和悲观情绪，甚

至造成对地震新的恐惧心理。

1.2 地震科普讲座应当通俗易懂尧 图文并茂

青少年求知欲望强烈，但由于年龄和知识素

养的限制有时对于地震科研问题的理解力还比较

有限，有些科研人员认为很简单正常的常识问

题，学生可能还没有接触到、还很不理解，因

此，高校科研人员制作科普讲座时一定要通俗易

懂，将科学专用术语尽可能转化为口语形式讲

解，多用图片说话，用图片解释地震现象，切忌

做成科研讲座、满篇文字、枯燥乏味。例如，可

以将地球比作未煮熟的鸡蛋，蛋壳是地壳，蛋白

是地幔，蛋黄是地核，从而使学生理解地球的内

部构造；在宣传避震知识时，要大量引入图片，

在楼房、学校、公共场所的避震最佳位置均收集

有趣的图片来展示，以便加深学生的印象。

1.3 地震科普讲座应当集趣味性与启发性于一体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教育的核

心，青少年学生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善于思

考、好奇心强，应当根据他们的这一特点，在

制作地震科普讲座时集趣味性与启发性于一体；

应多采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激发学生思维的火

花，引出他们对地震知识的求知欲，调动学生

学习地震科普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

乐，在自由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地震科普知识、

掌握避震技能。例如，在介绍震级和烈度的概

念之前，可以向学生提问“唐山地震和汶川地

震的震级是多大”，在学生回答完问题，并介绍

了震级的概念之后，可以再问学生“震级大的

地震是否造成的破坏也大？震级相同时地面破

坏程度和房屋倒塌的程度相同吗”，从而自然引

出烈度的概念，并得出烈度和震级的区别，再

用汶川地震波及的汶川和甘肃两地的烈度举例

加以说明。又如，在介绍科学避震知识之前，

可设置一些情境，让学生讨论地震发生时如何

逃生：“如果在家中、在汽车上、在剧院、在商

场、在办公楼、在户外停车场、在海边、在野

外山坡上等不同场所时突发地震，你该如何处

置”，“如果正在教室上课，突然之间发生地震

了，你已来不及跑出去，你如何选择避震场地”

等，让学生讨论和思考一段时间后再分别予以

讲解。

1.4 制作地震科普讲座应当注意收集网络媒体的

相关知识

作为高校科研人员平时大量收集的是科研

文献资料，看的是专业书籍，很少关注图片传

媒等方面的相关报道。通过此次制作讲座，为

了使讲座能够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作者在网

上做了大量的收集工作，从网上下载了大量的

图片，还收集到在书本上很少涉及的一些知识。

例如，在讲解学习地震科普知识的重要性一节

时，我收集到青年参考网站上的 《废墟生存最

长记录 65 天，生命奇迹为何能发生》 这篇文

章，介绍了 2005 年巴基斯坦大地震时一位 45
岁妇女创造的在地震废墟中生存 65 天的事迹，

引起学生的惊叹和感慨，激发了学生学习避震

知识的兴趣。

总之，制作地震科普讲座，要有针对性，

要根据公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和不同科学素

养情况，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经常化的地震科普宣传，

务必使学生学习到地震科普知识、正确掌握避

震技能、消除对地震的恐惧思想。

2 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创新科普教育模式
科普与科研是密不可分的，科研是科普工

作的基石，为科普提供内容；科普是科研工作

的目的之一，为科研的应用拓展渠道。通过科

普工作，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培养青

少年在该科研领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成

为本领域的潜在科研人才。目前，我国的地震

科普工作主要是由地震局和科技局等部门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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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的还相对较少，将最新

科研成果转化成科普工作的也很少。美国和日

本的成功科普经验告诉我们，科研人员参与科

普工作，构筑科技成果科普化、科学家成为科

普志愿者、科研机构成为科普阵地的三大通道，

全面实施科普教育，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科

教兴国”的宏伟战略目标[3]。
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是以应试教育

为主的学历教育，主要追求的是高考升学率，

而没有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放到首要位置。

青少年时期是创新的黄金时期，我们要利用对

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的契机，把培养青少年的

创新能力、创新精神作为着眼点，激发学生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促进青少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目前，国外科

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主要有三种方式[4]：在互联

网上交流信息，举办专题讲座；在出版物上介

绍活动专题和专题内容范围；科研人员“走出

去”或者“请进来”开展全国性活动。大学还

派人深入学校开展科普竞赛，在现场指导科技

实验；或有选择地开放一些前沿科学实验室，

让学生参观、参加实验。参考这种方式，作者

在对青少年开展地震科普教育的过程中，采用

了“走出去”深入学校开展专题科普讲座的方

式，并开放了前沿科学实验室，让学生参观。

首先，作者以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方式，

制作了结构防震减灾新技术“结构减震 （振） 控

制技术”的 PPT 电子教案，走出大学、深入中学

向学生介绍了目前的防震减灾新技术，使得他们

懂得建筑结构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进行抗震减

震、减轻地震灾害，并了解目前新技术存在的问

题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激发学生在本研究领域的

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创新。

其次，我们组织学生参观了作者工作单位

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 （减震控制与结构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重点介绍了结

构抗震性能试验设备———美国 MTS 公司生产的

三向六自由度大型模拟地震振动台，讲解相关

原理，介绍利用该振动台所开展的广州市实际

工程项目，如广州新电视塔、广东省博物馆、

正佳广场等数十个实际工程项目的振动台试验

模型。此外，还参观了隔震消能减震控制模型

和其他科研仪器设备 （如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

台大型减震装置电液伺服压剪实验系统、一级

空气压缩气炮和 Hopkinson 压杆等工程抗爆试验

设备等），讲解结构减震 （振） 控制原理，并现

场进行隔震原理的演示试验。

通过深入校园开展科普讲座的方式，不仅扩

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发展了智力、培养了创新能

力和科技素养，同时，使得学生对地震和结构工

程领域有了更深的了解。通过现场参观，使学生

对防震减灾新技术有直观、清晰的了解，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3 结语
针对目前青少年的地震科普教育还比较薄

弱的现实，本文介绍了在制作青少年地震科普

讲座时应注意的事项，并提出了将科研与科普

相结合的科普教育模式，通过科普实践，总结

了以下几点体会。

（1） 地震科普讲座一定要适应学生的特点

和年龄。

（2） 对青少年开展地震科普宣传一定要持

之以恒、常态化、经常化，避免只在重要节日

开展突击式宣传的现象。

（3） 将科研和科普教育相结合的科普教育

方式，对青少年至关重要。青少年是推动科技

发展的生力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和掌握现代

科学技术，对当代青少年进行现代科技前沿知

识的普及，是提高广大青少年科技水平、推动

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全

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 科学普及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需要更多的科研工作人员成为普通的科普志愿

者，需要政府常抓不懈，对于促进公众理解科

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

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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