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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03，for in-dep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Wuhan started to launch the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ix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Widely organizing volunteers to the wor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Since then, the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have carried out various-forms and content-ric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m
constructing，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 impac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way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problems and reasons of structure， operating mechanism， social impact of the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Wuhan.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ey，this article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develop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Wuhan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building up of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摘 要] 武汉市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技术普及法》，按照中国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广泛组织

志愿者参与科普工作”的要求，于 2003 年开始组建中国科普志愿者武汉工作团。自此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在

各级科协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同时，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在队伍构

成、运行机制、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通过问卷等方式，对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构成、

运行机制、社会影响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定量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壮大武汉地区科普志愿

者队伍的对策，并对国内其他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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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发展背景
科普工作是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1]。科普是指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

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

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科

普志愿者是科普活动的重要载体，具有示范和

带头作用。科普志愿者作为科普工作的一支重

要力量，是指遵循 “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知

识和才能，在不谋求任何物质报酬的前提下，

组织或参与社会公益性科普宣传和教育的服

务活动，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社会文明程

度而提供志愿服务的人士[2]。

2002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以下简

称 《科普法》）， 《科普法》 中明确提出：“鼓

励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

依法兴办科普事业。”[1]2006 年 2 月 6 日，国

务院发布了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以下简称 《科学素质纲

要》），《科学素质纲要》 中共 5 次明确提出要

建立志愿者队伍，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较

高的兼职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3]。发展科普

志愿者队伍，是贯彻落实 《科普法》 和 《科学

素质纲要》，使科普工作面向社会、面向群众

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4]。

为贯彻执行 《科普法》，充分发挥科协的

大团体优势和科普工作主力军的作用，充分

运用社会各方面的科技人才资源，壮大科普

工作队伍，按照中国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提

出的关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富于奉

献和创新的专职队伍，广泛组织志愿者参与科

普工作”的要求[5]，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结合

其科普工作实践，于 2003 年 5 月 7 日出台

《武汉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试行办法》，决定组

建中国科普志愿者武汉工作团，计划用 2 到 3

年时间，建立一支初具规模、基本适应武汉

地区科普工作需要的科普志愿者队伍[6]。武汉

地区的科普志愿者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组建的。

2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发展情况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笔者在湖北省

科协和武汉市科协的协助下对武汉地区科普志

愿者队伍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对湖北省科

协、武汉市科协、洪山区科协、华中科技大学

科协的分管领导进行了访谈，从各级科协的领

导层面了解了武汉地区各级科普志愿者队伍的

组建情况。问卷调查了武汉地区的注册科普志

愿者，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科普志愿者基本信

息、参加科普志愿服务的情况、参加科普志愿

服务的相关保障、对科普志愿服务的看法和建

议等 4 个方面。发放纸质问卷 300 份，回收

214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71.3%。本文对访谈

实录和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2.1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发展现状

自 2003 年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出台 《武

汉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试行办法》 以来，武汉

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建设进入了正规化、快

速化的发展轨道。科普志愿者队伍在中国科

协、省科协的指导下，在市科协的领导下，发

展了以老科技工作者、在校大学生为骨干，以

学会会员为基础的科普志愿者队伍，培养和

造就了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的科普志愿

者队伍，充实了武汉地区基层开展科普工作的

力量，对培养武汉地区公民科学素养具有重大

意义[7]。

武汉科普志愿者队伍是中国科普志愿者的

组成部分，接受中国科协和湖北省科协的指

导，在市科协领导下开展工作。武汉市成立中

国科普志愿者武汉工作团；各区科协、大专院

校 （科研院所） 科协、企事业科协、学会 （协

会、研究会） 成立科普志愿者工作队；各社区

成立科普志愿者工作组。武汉市委副书记和副

市长担任名誉团长，武汉市科协负责组织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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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市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工作，中国科普

志愿者武汉工作团办公室设在市科协普及部。

各区科协负责本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建设

和管理工作，成立相应的办公机构。各科普教

育基地结合自身实际，自主招募和管理科普志

愿者，同时接受所属科协的业务指导。

2004 年组建科普志愿者之初，武汉科普

志愿者为 3600 余名[8]；截止到 2011 年，武汉

市 13 个城区科普工作站总数达到 3174 个，注

册科普志愿者人数已达 17397 人[9]；10 年的时

间里注册科普志愿者人数增加了 13000 余名。

此外，由于高校大学生入学与毕业、社区居民

搬迁等原因，区级科协的科普志愿者的登记资

料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

科普志愿者是科学普及活动的重要支撑

力量，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是科学普及效果

的重要指标。据武汉市科协科普部统计，武汉

市 2011 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5.12%，2012 年为 6.77%；在全国处于前列水

平，但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较大差

距[10,11]。另外，武汉市科普工作存在经费投入

不足的问题，北京人均科普经费为 36.42 元，

武汉市人均科普经费仅为 2.8 元，二者差距较

大[9]。
2.2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基本构成

以参与问卷的科普志愿者为样本，得到武

汉地区科普志愿者的基本构成如下表所示。

在年龄分布上，20 到 50 岁的人群占据了

整个科普志愿者队伍的绝大部分，男性参与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高于女性。这一方面与人口年

龄正常分布有关[12]；另一方面也与青年和中年

的人生状态有关。20-30 岁的人群正处在接受

高等教育或刚刚接触社会的阶段，具备较高

的科学素养，同时也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

性；30-50 岁的人群已通过学校学习，并在工

作岗位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逐渐在某个

行业有一定的建树，科普志愿服务可以帮助其

实现部分人生价值。

在学历分布上，各学历层次的分布比较均

衡，本科及以上的占据绝大多数。这表明科普

志愿者整体学历较高，其知识储备和科学素养

均能达到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

调查发现，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职业构成

如图 1 所示。在校学生有 51 人，占总数的

23.8%；机关干部有 46 人，占总数的 21.5%；

文教人员 （主要包括中小学教师、科普教育基

地工作人员等） 有 26 人，占总数的 12.1%；

研究学者 （主要包括高校教师、科研院所工作

人员等） 有 61 人，占总数的 28.5%；而公司

职员、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总共有

30 人，仅占总数的 14.1%。

统计发现，在校学生、机关干部、研究学

者三类人群占据了绝大部分。在校学生有相应

的知识储备，也热心于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机

关干部大多是科协系统在职人员，科协作为科

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其成员也在科普事业

中发挥着带头作用；研究学者是科技发展的领

头军，武汉科学家科普团组织大量科学家参与

科普志愿服务，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创造

了条件。除此之外，上述三类人群均处在固定

的单位中，便于成为科协系统统一招募的对象。
2.3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运行机制

志愿者服务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13]。科普志愿服务是

志愿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

性别

构成

男 女

表 1 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基本构成情况

人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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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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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33.2%

≥50
人数

4

比例

1.9%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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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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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比例

51.4%

人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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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年龄

构成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人数

4

比例

1.9%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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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33.2%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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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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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构成

图 1 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职业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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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普及在日常生活中愈

发显得重要，理清科普志愿者服务的运行机

制，有助于系统地了解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的

发展现状。以下分析将对各级科协的访谈信息

和对科普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分开讨论，旨在呈

现更符合实际的运行机制。
2.3.1 组织机制

武汉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的方式主要

是向下级科协发招募科普志愿者通知，如果

是招募市级科协的科普志愿者直属分队，就

会在科协官网上发布信息，也会联合媒体发

布招募信息。区级科协会联系辖区内的各单

位，要求辖区内各单位组织员工、社区居民报

名。科协层面的组织机制完全是通过行政化的

手段招募科普志愿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

方式。

如图 2 所示，在成为科普志愿者的途径

上，通过政府、科协系统统一招募和学校、单

位的通知而成为科普志愿者的比例为 84.1%，

占了绝大多数；在获取科普志愿服务信息的

渠道上，通过政府、科协系统的通知的比例为

52.6%。由此可见，目前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

的组织机制绝大多数还是由行政部门负责的，

政府依然是动员科普志愿者的主导力量。
2.3.2 培训机制

科协层面对于注册科普志愿者的培训是

参差不齐的。对于大型科学活动，科协系统会

统一组织筛选科普志愿者，成为科普志愿者之

后会进行短期的培训，直到其符合要求；对于

科普教育基地自发的科普活动，科普教育基地

负责招募科普志愿者，并对他们进行培训。但

是对于仅仅只提交了注册登记表的科普志愿

者，科协系统不会对其培训，也不会主动通知

其参加活动。

如表 2 所示，被调查科普志愿者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随意选择已接受的培训。分析调查问

卷发现，有 26.6%的科普志愿者没有接受培训

的经历，73.4%的科普志愿者曾接受过至少一

项培训。在有过培训经历的科普志愿者中，接

受最多的培训是志愿者精神，占 54.7%；其次

是基本知识和专业能力，各占 31%左右。对于

科普志愿者的培训并非全部是集中式、正式化

的培训，很多都是在实际参与活动过程中，在

组织者或其他志愿者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培训。
2.3.3 评估机制

科协层面对科普志愿者的评估机制是欠缺

的，访谈的四级科协都没有明确的评估机制，

仅有的机制就是记录参加科普志愿服务的次

数。对于组织者，能寻觅到足够数量的科普志

愿者，并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是最要紧的任务，

评估其工作效果的机制尚未建立。

统计问卷发现，在回答“您所在的志愿者

组织是否会对您进行考核”时，89.5%的科普

志愿者选择了“不会”，而选了“会”的科普

志愿者在后面备注的主要都是统计参与次数。
2.3.4 激励机制

武汉市科协会对本市为科普事业贡献突出

的科普志愿者授予“武汉市优秀科普志愿者”

荣誉称号，并匹配 1000 元奖金。区级科协会

对本区在科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普志愿

者授予“某区优秀科普志愿者”荣誉称号。华

中科技大学科协会对在“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科技节”等大型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科普志愿

者授予“优秀科普志愿者”荣誉称号，发证单

位为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同

时，武汉市科协为鼓励各级科协组建科普志愿

者队伍，将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与“科普

示范区”的创建工作相联系，科普志愿者队伍

组建良好将有助于“科普示范区”的创建。

图 2 成为科普志愿者的途径

培训

项目

比例

没有

培训

26.6%

相 关

权责

9.8%

表 2 科普志愿者接受培训情况

基本

知识

30.4%

志愿者

精神

54.7%

专业

能力

33.6%

归 属

感

7.0%

其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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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问卷发现，在回答“志愿服务组织是

否有对优秀科普志愿者进行表彰”时，63.2%

的科普志愿者选择了“有”。但并非所有科普

志愿者都知晓有这一项表彰，也并非所有的

科普志愿者都能够被授予此项荣誉称号。
2.3.5 保障机制

科协针对大型活动招募科普志愿者时会

为科普志愿者颁发聘书，如“武汉科学家科普

团”中的科学家科普志愿者。但是对于一般的

科普志愿者，则不会签订相关的协议书。科普

教育基地在招募科普志愿者时会依据情况签

订相关的协议，即使没有协议也会提供基本

保障，如武汉科技馆和武汉植物园会为大学

生科普志愿者提供免费午餐和车补。对于参

加志愿服务的证明，各级科协和科普教育基

地都会根据科普志愿者的要求提供。

各级科协和科普教育基地为科普志愿者

提供的保障是多样性的。被调查的科普志愿

者得到的保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仅有

9.8%的科普志愿者没有任何保障，高达 90.2%

的科普志愿者被提供了至少一项保障。已有

保障中，最多的是“基本补贴”，占 77.1%，

这与科协系统组织科普志愿服务的实际也是

相符的。科协系统在招募科普志愿者时便会

说明能提供相关证明，因此“提供证明”也占

有较高比例。由于被调查科普志愿者中有大量

武汉科学家科普团的成员，而科普团成员在入

团时便会签订协议，因此“签订协议”也占有

较高比例。

3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在各级科协组

织领导下，开展了覆盖面广、形式多样、内容

多样的科普志愿服务活动。但是，在访谈过程

中和分析问卷之后，发现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

在队伍构成、运行机制、社会宣传等方面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

3.1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构成问题

3.1.1 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不完善

《武汉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试行办法》 规

定武汉市成立中国科普志愿者武汉工作团；各

区科协、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科协、企事业

科协、学会 （协会、研究会） 成立科普志愿者

工作队；各社区成立科普志愿者工作组。但是

在访谈各级科协和部分科普教育基地时发现，

各级科普志愿者队伍的组建并不完善。部分单

位由于领导更迭，甚至没有相关建制。究其原

因，可能与武汉地区庞杂的现状有关：武汉市

有区级科协 13 个，学会科协 11 个，企事业科

协 100 个，大专院校 85 所，大小社区 1271 个

左右。建立完善的科普志愿者队伍需要付出大

量的人力财力。
3.1.2 科普志愿者整体数量不足

截至 2013 末，武汉市常住人口 1022 万

人，截至 2011 年，武汉市注册科普志愿者人

数为 1.74 万，每万人口有科普志愿者 17 人。

北京市有注册科普志愿者 5.02 万人，每万人

口有科普志愿者 23.06 人。据 《科技日报》 统

计，2012 年全国每万人口有科普兼职人员

12.75 人，武汉地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

与北京地区的 23.7 人仍有差距[14,15] 。
3.1.3 科普志愿者来源较为单一

武汉市科协 2011 年对注册科普志愿者的

统计数据是对下级科协统计数据的汇总，而下

级科协的统计数据基本来自突击性的招募，这

就导致在招募期间比较容易被动员的高校、机

关、科研院所成了科普志愿者的主要来源。但

是由于高校学生的毕业离校、志愿者联络方式

的变更、志愿者想法的改变，科普志愿者队伍

的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在访谈中，部分科协系

统相关人员坦言之前的统计资料很多都已失

去时效性了。
3.2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管理问题

3.2.1 组织机制不灵活

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主要由市科协负

责，市科协是市委领导下的群团组织，这就使

得科普志愿者的招募往往是由科协系统组织

借助一定的行政干预手段完成的，带有一定的

保障

项目

比例

没有

保障

9.8%

基本

补贴

77.1%

表 3 科普志愿者得到的保障

相关

奖励

11.7%

签订

协议

28.5%

提供

证明

32.7%

其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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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性色彩。而行政干预下的志愿者招募，往

往最开始只是想获得统计数据，之后的科普志

愿者队伍的运行基本是停滞状态。科普教育基

地在开展科普志愿服务时，基本都是依托各高

校的科普志愿者来完成活动。如此一来，不但

耗费了组织者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会降低科

普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
3.2.2 培训机制不常态

问卷中发现，73.4%的科普志愿者都曾接

受过至少一项培训。但是深入访谈发现，针对

志愿者的培训主要是以短期的技能培训为主，

使其在短期内获得参与志愿服务所需要的各

项技能，而缺乏相对应的志愿者常规培训，这

就导致科普志愿者在平时会缺少身份的认同。

而发达国家的志愿者活动，则比较注重志愿

者本身的学习和发展，它涵盖了长期的志愿

者素质培训和短期加强式的技能培训[13]。
3.2.3 覆盖范围不均衡

科普志愿服务对象统计如图 3 所示。统计

发现，科普志愿者服务最多的是社区，占

56.5%，其次是科普教育基地，占 40.7%。一

方面，社区居民较为集中，比较利于开展科普

活动；另一方面，社区一直以来都是各种志愿

服务的主要场所，当科技周和科普日来临时，

各级科协组织科普活动的场所基本都集中在

城市的社区内。科普教育基地是科普的主要

场所，是进行科学普及的基地，各级科普教育

基地有组织和举办科普志愿服务的需求，因此

也会吸引科普志愿者参与其中。

而作为科普普及受众最广阔的农村，却

是最少受到科普志愿者服务的。如图 3 所示，

农村作为科普志愿服务对象的比例仅为 9.8%，

也就是说仅有 21 人曾经参与过农村科普志愿

服务。与此同时，科普志愿者参与科普活动最

多的是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和科普宣讲，农村

科普所占比例也是最小的。由此可见，武汉地

区的科普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缺少对农村的

支持。
3.2.4 评估机制待建立

没有评估就没有约束，没有对比就没有竞

争，评估机制的缺失对科普志愿者队伍的良性

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武汉地区对于科普志愿者

还未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更没有具体的、量

化的考核指标。约束力不强，导致志愿者在参

与科普志愿服务时容易消极怠工、态度不端

正，服务效果也大打折扣。
3.2.5 激励机制不健全

武汉市各级科协会为科普志愿者提供最基

本的保障，但是在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应该最大

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根据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组织者必须先了解科普志愿者需要

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武汉市各级

科协主要是通过授予“优秀科普志愿者”荣誉

称号对科普志愿者进行精神激励，部分地区还

有一定的奖金支持。但是就整体情况而言，武

汉地区能够被授予这项荣誉的科普志愿者少

之又少，因此需要建立更加健全的激励机制。
3.3 科普志愿者队伍的社会影响较弱

3.3.1 科普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较弱

志愿者作为奉献的代名词已经广为人知，

而作为志愿者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志愿者却

鲜有人知，人们往往不知道有专门的科普志愿

者。如图 4 是对回答“您在参与科普志愿服务

时遇到的最大问题”的统计。分析发现，被调

查的科普志愿者认为最大的两项障碍分别是，

“人们对科普志愿服务了解不够”，占 66.3%，

“科普志愿服务太少、宣传不够”，占 54.2%，

而这两项均表明科普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不

够。在参与科普志愿服务时，一方面，如果社

会对科普志愿者的辛勤付出理解不够的话，很

容易打击其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科普志

愿者意识到其成为科普志愿者后所能够发挥

特长的机会存在短缺。

图 3 科普志愿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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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科普志愿服务的经费不足

武汉地区 2014 年人均科普经费仅为 2.8

元，与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很大差距。科普经

费投入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除地区差

异之外，科普经费的来源构成也存在不均衡，

与北京、上海等相比，武汉市的科普发展主要

依靠政府拨款的经费支持，而来自社会的相关

捐助则相对比较少[10]。

4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的发展对策
通过对各级科协的访谈和对科普志愿者

的问卷分析，笔者对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

伍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发现制约科普志愿者队伍发展的因素归纳起

来主要包括科普志愿者队伍组织建设的问题，

科普志愿者运行机制的问题，以及科普志愿

者的社会影响问题。因此，通过各种措施加强

科普志愿者队伍组织建设，完善科普志愿者队

伍运行机制，扩大科普志愿者社会影响，在实
践中探索适合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发展

的有效途径，才是确保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

队伍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4.1 加强科普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建设

4.1.1 完善各级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

中国科普志愿者武汉工作团由武汉市委

副书记和市政府副市长担任名誉团长，表明

武汉市对于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的重视。

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级科普志愿者队伍组建

的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科普志愿服务的开

展，也阻断了部分公民成为科普志愿者的可

能。因此，武汉市应该在已有队伍的基础上，

充分调动各级科协积极组建和完善科普志愿

者队伍。与此同时，各级科协也要结合所在区

域和单位的实际情况，积极策划和组织相关科

普志愿服务，使其科普志愿者队伍充分参与其

中。武汉市科协在领导层面要建立针对科普志

愿服务的述职和评估机制，并纳入到各级科协

的工作评估体系之中。
4.1.2 探索科协与科普教育基地合作运行科普志

愿者队伍的机制

科协是科普志愿者的领导机构，科普教育

基地是开展科普志愿服务的主要场所。科协拥

有大量的注册科普志愿者，而科普教育基地往

往需要、也能够吸引大批的科普志愿者参与服

务。因此可以探索科协与科普教育基地合作，

共同组建和运行科普志愿者队伍的机制。这样

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科普志愿者队伍组

建之后停滞不前的现状，也可以极大地减少科

普教育基地招募科普志愿者的工作量。
4.2 完善科普志愿者队伍的运行机制

科学普及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投

入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科普志愿服务作

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需要一整套科学合理

的运行机制。针对武汉地区面临的问题，特提

出以下对策。
4.2.1 组织机制主动化

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招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调动党团员、干部职工、市民群众成为科

普志愿者的积极性，也方便组织者进行登记管

理，但是也导致了组织机制的不灵活。对于不

同群体应采取不同的招募方式，主动化的组织

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例如，

对于大学生，应通过学生工作部门协调；对于

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应依据具体科普志愿服

务项目有针对性地招募；对于离退休的专家，

应依托其所在社区颁发相应聘书等。与此同

时，科普志愿者不同于一般的志愿者，其本身

就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因此各级科协应通过

各种方式给予其一定的身份认同。为此，武汉

市应成立科普志愿者协会这样的群众性组织，

在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的同时，也为科普志

愿者建立相应的社会归属。
4.2.2 培训机制常态化

常态化培训既能不断提升科普志愿者的素

图 4 参与科普志愿服务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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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也能加强科普志愿者的集体归属感。武汉

地区广泛采取的活动前突击培训虽然能在短

时间内提升科普志愿者的业务能力，但是却

不利于科普志愿者整体素质的持续发展，也

不利于科普志愿者的集体归属感的形成。武

汉市应建立针对科普志愿者专门的培训制度，

既要组织线下的科普培训，也要依托日益发

达的网络成立线上 QQ 群、微信群，及时推送

志愿服务信息。如此一来，科普志愿者队伍将

以实体化的形式存在，人才得以交流沟通，活

动可以进行得更为顺利，每个志愿者的能力也

能够全面发挥。
4.2.3 工作覆盖全面化

武汉地区科普志愿者的服务对象主要集

中在城市，而很少覆盖到科普较为薄弱的农

村。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

程度较低，我国农村科普教育对农业劳动者的

科普教育任务将十分繁重[16]。农村科普工作需

要政府部门的支持，也需要科普志愿者的积

极奉献。为此，应积极组织针对农村的科普志

愿服务，积极号召更多的科普志愿者投入到农

村科普工作之中。
4.2.4 评估机制绩效化

针对科普志愿者组织的工作绩效做出考

核评价，是正向激励的基础性前提，其本身就

是科普志愿者获得精神动力的关键外部因素之

一[17]。在对科普志愿者个人的绩效评估中，应

该包括服务次数、服务效果、策划水平、团

队精神等。
4.2.5 保障机制人性化

图 5 为科普志愿者希望得到的相关保障。

问卷调查发现，每个选项都有人勾选，而且所

占比例均超过 50%，其中排名最高的是“基

本补贴”，占 93%，其次是“相关培训”，占

84.1%，除“其他”外，即使排名最低的“签

订协议”也占了 50.9%，可见科普志愿者对于

基本保障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目前武汉地

区为科普志愿者提供的基本保障主要是午餐

和车补，但其他各项保障均存在一定程度的

短缺，仍然需要继续补充和完善，不断提供各

种人性化的保障。

在回答“谁应该提供这些保障”时，被调

查科普志愿者的回答存在差异，但是基本都集

中在“政府、科协系统”和“科普志愿者组

织”上，可见这两类组织作为科普志愿服务的

组织和协调单位在科普志愿者的认识里需要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因此，各级科协系统应主

动承担起为志愿者提供各项保障的责任，为科

普志愿者构造健康、良性的工作环境。

4.2.6 激励机制丰富化

任何一个组织的评定都需要完整的激励机

制起推动及保障作用，武汉地区亟须扩大对科

普志愿者的激励方式。首先是培育志愿者精

神，需要一种理念的指导和引领———志愿服务

使志愿者在工作生活场合追求经济利益和名

誉地位之外，能通过参加志愿服务而获得充实

精神生活、净化心灵、完善人性的机会。其次

是让科普志愿者有机会参与到科普志愿者队

伍的决策和管理工作，让其发挥在实际活动中

的经验推动队伍良性发展。通过参与组织管

理，科普志愿者能够感受到自身受到重视，其

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也将得到实现和提

升，其作为主人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将加

强。最后，应该对科普志愿者提供相应的精神

奖励和物质奖励，除授予“优秀科普志愿者”

荣誉称号之外，还应该配合媒体宣传，扩大社

会影响。
4.3 扩大科普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

前文已述，武汉地区科普志愿服务社会影

响较弱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人们对科普志愿服

务了解不够”和“科普志愿服务太少、宣传不

够”。扩大科普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可以从丰

富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媒体宣传报道、争

图 5 科普志愿者希望得到的保障

058



2015 年第 02 期窑总第 055 期

取经费三方面着手。
4.3.1 丰富科普志愿服务

武汉地区有“武汉市百万市民学科学”、

“武汉科学家科普团演讲”等品牌科普活动，

各科普教育基地也有各自特色的科普活动，

在夯实已有科普阵地的基础上，武汉市应结

合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开展更加丰富的科

普志愿服务活动。科协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

会力量，科协不仅要扮演科普活动参与者的

角色，更应该扮演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

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的角色。《科普法》 中明

确指出：“科普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社会

各级都应当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各级科

协在开展科普活动的同时，应广泛动员和积

极支持社会各界自主组织和开展科普志愿服

务。丰富的科普志愿活动有利于社会大众充

分了解科普志愿服务，有利于社会大众积极

参与科普志愿服务，有利于扩大科普志愿服

务的社会影响。
4.3.2 加强媒体宣传报道

《科普法》 明确指出：“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文化等机构和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

科普宣传工作。”媒体宣传是扩大社会影响最

直接的途径。科普是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媒体

宣传对于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的氛围，扩大

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的社会影响，提高科普志愿

者的社会认可度有最直接的作用。
4.3.3 争取科普志愿服务经费

科普志愿服务经费不足的问题是现实存

在的，2014 年，武汉市人均科普经费为 2.8

元，与北京有很大差距。经费不足是制约科普

志愿者队伍发展的重要因素。武汉市的科普经

费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社会捐赠所占比重很

小。因此，用好政府的拨款和争取社会捐赠是

解决科普经费不足的两大途径。《科普法》 明

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排一

定的经费用于科普工作”，武汉市科协需要在

此经费基础上建立科普志愿者活动专项经费，

以切实解决科普志愿活动的经费问题、科普志

愿者的保障问题、科普志愿者的激励问题。在

国外，志愿者活动经费除政府拨款外，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企业、社会组织赞助和个人捐赠，

武汉地区也应主动建立社会化经费筹集渠道。

企业科普是科普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与科技

密切相关的企业需要通过与政府合作开展公

益科普志愿服务，以塑造企业品牌、宣传产品

性能、树立良好形象、赢得用户信赖。例如，

华硕电脑与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合作，组织了大量的科普志愿者活动，并

创立“你的行动，中国的未来！华硕大学生科

普志愿者行动”网站，用来号召更多的大学生

参与到科普志愿服务中来，同时也建立了良好

的品牌形象[18]。政府应积极与类似企业建立良

好合作关系，给予其在科普宣传方面相应的政

策倾斜，以争取企业赞助，营造互利双赢的合

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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