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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递

科普创作培训班在京举办

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共同举办的“科普创作培训班”

（第 1 期） 6 月 3 日至 8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热心科普创作的 40 余名离退休科技人员参加了培训。

中国科学院应用研究与发展局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才从事科普创作的王宁寰以题为 《第一次鲜花，永远鲜

艳》 的报告作为本次培训的开篇，生动地讲述了自己走上科普创作道路的历程，并畅谈了“以故事开头”、“逆

向写作思维”、“作品要让人有兴趣、爱听、有收获”等体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汤寿根结合自己丰富的科普创作实践，主要从理论上概述了科普作品的三要

素，即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主要围绕科普创作的缘起、意义和机制，总结、介绍了国际、

国内开展科普的情况和环境，当前我国在开展科普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科技日报》 原副总编王直华重点讲述了科普创作基础中的构思、对象、故事、感动、修改五项内容，及他

的格言式的写作经验和选题途径。

《大众科技报》 总编助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尹传红以 《科普创作的准备、起步和提升》 为题，总

结了自己从社会热点找选题、抓题材的经验，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并以丰富的实例阐述了科普创作中值

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科普作家焦国力围绕“科普创作的文学表述”，畅谈了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的几

点体会，并总结出“科普创作三字经”与大家交流。

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颜实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创作、出版的情况和问题，发达国家科普创作、出

版的发展趋势，并对科普创作方式、科普作品的基本要求等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大众科技报》 柯 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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