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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

1. 把握好青少年科普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青少年是人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是接受教育的关键时期。青少年科普是遵循青少年自身特点开展的教

育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可引导性是青少年最大的特点。因为生理上还处于未成年阶段，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和社会经历与成年

人也大不相同，因此青少年科普在内容和方式上与成人科普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开展

课外和校外的科普活动来启发、激励、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

（2） 创造适合青少年喜爱学习的环境。在开展青少年科普时，必须创造一个符合青少年心理特点，且支持青

少年学习的环境。营造有利于他们学习、活动的各种环境，激发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主动参与、亲身

体验和大胆实践。

（3） 全民参与的社会性。青少年科普的内容、方式、规模以及涉及的诸多方面，大大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

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科协系统具有开展青少年科普的许多优势，是做好这一工作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与社会科

技团体、学校挂钩开展青少年科普活动，可以得到更多科技人员和科技单位的支持和指导。

2. 推进青少年科普的联动模式

青少年联动推进模式就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尽可能多且有序地组织调动相关的组织机构、社会群团，以

形成强大的声势，有效地利用各种青少年科普资源，从而取得最佳的科普效果。

3. 适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科普进行宣传

大众媒体是青少年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来源之一，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传播手段，增

加对青少年科普活动的宣传报道。通过联合媒体机构，开设青少年科普栏目，将青少年科普活动摄制成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的青少年科普节目，发挥大众媒体对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的作用。

4. 将市场机制引入青少年科普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变革以及教育政策的变动，使得青少年科普工作的公益性效果越来越显著。

社会公益性的必然要求使得青少年科普工作今后的发展方向将逐步走向市场化。依靠青少年科普联动模式，有效

联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科普工作。走市场化办青少年科普，是有效解决科普活动资金不足的

途径之一，是促进青少年科普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动力。

5. 探索和构建科普教育新模式

由于应试教育的局限性，阻碍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素质教育则应运而生，而青少年

科普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少年科普模式的探索和创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基础教育领域的观念和理念

的更新，多种科普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及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青少年科普的最终效果，就是落实到培养青

少年创新精神和提高青少年实践能力上，形成一个自主探究、合作与创新的科普教育文化氛围。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办公室 张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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