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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宁市科普现状 1

对于此次课题研究，我们查阅了我国小学生科普活

动的相关文献，将收集到的结果总结如下。

（1）小学生对科普活动认知度普遍较低

调查可知过半数的小学生未参加过科普兴趣小组，

这说明小学生对于科普兴趣小组的兴趣并不浓厚，学校

方面应倡导学生组建科学兴趣小组，进一步增加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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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普及，提高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探讨能力。同

时参加过科普竞赛的人数相较于参加科普兴趣小组的人

数更低，这说明学校对科普竞赛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

大多数小学生在节假日期间都有去过科普场所，说明学

生对于科普知识还是有一定的兴趣，同时也反映出家长

对于孩子的科普教育较为重视。通过调查，小学生对于

科普教育都较为重视且对于学习现有的科普活动较为满

意，不少学生认为这种娱乐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

调节他们的思维方式，增强学习能力。但仍然存在少部

分学生不喜欢参与到科普实践活动中，反映了如今对学

生科普教育方式还有些许问题，从而提醒教育工作者应

对当前的科普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模式做出适当改变，想

办法提高学生对科普教育的兴趣，争取让每一位学生都

大学生深入小学群体开展科普教育模式的研究
——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

胡　纤　李子璇　肖雨心　向念慈　林　莉*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咸宁　437100

摘　要：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咸宁市仍存在部分小学生未参加过科普实践活动或对此类活动不感兴趣，由此可

见现如今小学生群体的科普教育方式还有些许问题。科普教育是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大学生志愿者作

为科普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科普教育模式尤为重要。因此，需针对目前科普教育模式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建议，促进大学生志愿者的科普教育模式不断改进和进一步提升小学生群体的科学素质水平。

关键词：大学生科普志愿者；小学群体；科普教育；应用

College Students Go Deep into Primary School Groups 
to Carry out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Mode Research 
-- Take Xianning City,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an Hu, Zixuan Li, Yuxin Xiao, Nianci Xiang, Li Lin*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Xianning 4371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dat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Xianning city who 
have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popular science practice activities or are not interested in such activities, which shows that now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group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s as the backbone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heir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mode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cience education mod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cience 
education mode of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scientific quality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opular science volunteers; Primary school group;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Application



130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4)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能喜欢并参与到科普学习之中，便于科学更好的普及。

（2）家长对于科普教育持支持态度

关于家长对科普教育的调查，我们主要收集了父母

对孩子参与科普活动的态度。我们发现家长们十分支持

科普教育活动，表现了家长对于孩子的科普教育是十分

重视的。但对于如何在家庭中开展科普教育，多数家长

仍无从下手。家庭教育的缺失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小学生

对于科学普及的兴趣和了解。对于学生的科普教育应当

从学校和家长两个方面着手。学校为主（学校通过举办

科普讲座、组建科普兴趣小组、老师上课内容中增加一

些科普小知识等），家长为辅（家长支持学校相关工作、

周末带孩子参观科技馆等）来进行科普教育为最佳。

2.科普教育固有模式的现状和问题

2.1 科普教育固有模式现状

参考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的资料发现，咸宁地

区科普进校园活动大多以“线上直播 + 线下科普”的模

式进行。其中，以“心理巡讲”、“科普课堂”等形式的

活动受到广泛好评。咸宁市“科普进校园”固有模式的

目标大多为“完成科普”，也就是组织机构发起科普活

动，经过仔细的组织、筹备，再去寻找科普受众，达到

完成科普的目的。而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小学群体开展科

普活动模式大致如下。

（1）科普活动初期

科普志愿团队和校方取得联系，或由校方主动联系

科普团队。随后，科普团队会根据科普受众的年龄层次、

教育水平来决定科普活动的内容和大致方案。科普团队

将方案进行细化，并按照讲解人、主持人、活动组织者

等角色进行分工。拟定科普主题和流程，将团队的科普

任务细分到每个团队成员，再进行筹备物资、预演等准

备活动。

（2）科普活动中期

按照活动流程进行科普活动，少数科普志愿团队会

同时建立直播平台进行影像记录。

（3）科普活动的后期

给科普受众留下一些实践科普内容的活动（比如科

普护齿时，给受众布置相关作业，要求课后上传一份三

分钟的正确刷牙视频），活动结束后，以新闻稿或者公众

号的形式跟进报道，扩大公众影响力，同时对科普活动

的推进起到促进作用。

传统的模式造成了以普及科学知识为单一目的的科

普观念，在科普者和被科普者之间形成了固定的“上下

级”关系——施众和受众 [1]。固有模式中的实践过程带

有施众主观性，科普教育的主题和方式大多由施众决定。

组织方会确定好活动的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按照自

己理解的受众需求去制定科普实践方案，最终在校园中

向学生进行科普内容的宣讲。受众在科普进校园活动中

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2.2 存在问题

关于小学生科普教育工作，如科普进校园活动，以

大学生面向小学生科普的模式，自开展以来，在取得卓

越成效的同时，也展露出有待改进之处：

2.2.1 学校之间未形成联系体系

目前科普活动的开展是由受众或施众的一方寻找并

联系另一方来进行。大学与小学之间没有构成长期开展

科普活动的合作体系，且两者之间信息资源交换极度匮

乏，常出现小学群体没有途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团队，

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没有渠道开展科普活动的现象，对科

普教育的开展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2.2 课堂角色固化

在科普进校园活动中，负责科普的讲解人都是来自

高校的大学生。他们有趣多变的讲解形式和亲和力，非

常容易收获孩子们的喜爱，但科普模式仍采取以教为主，

讲解人占领科普课堂主导地位的模式。这种传统科普模

式，习惯在课程开展之初就已经将听众（参与活动的小

学生们）固定在了学生的位置上，缺少了一定的参与感

和互动性。在以线下科普为主的活动中，由于现场所展

现出的欢快氛围，传统科普模式的弊端并不明显，但在

以直播为主的科普活动中，采取传统科普模式就会使听

众对我们开展的活动失去积极性，这也是科普进校园活

动直播效果不尽人意的一个消极因素。

2.2.3 忽视受众需求

每场活动的科普内容应更贴近科普受众的实际需求。

根据受众实际需求，打造定向式的科普模式，有助于明

确活动目标，制定活动计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科普

受众，或不同的科普场景，要有不同的解说方式，不能

一概而论。定制科普主题、按实际需求更换科普模式，

是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科普团队的不二选择。

3.大学生科普志愿者深入小学生群体的建议

3.1 充分运用家庭教育

家庭是课堂之外的“第二课堂”，家长的言传身教

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家长需向孩子进行

家庭教育，通过科普基地、科学实践、阅读书籍等方式，

营造良好的科普教育环境，调动孩子对科学知识的求知

欲，为孩子建立起科学普及教育的桥梁；同时鼓励家长

通过线上直播和孩子一起参与科普活动，课下进行积极

交流，增加家庭科普氛围，促进孩子对科普活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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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志愿者科普体系

3.2.1 大学与小学之间搭建起科普平台

大学与小学之间应搭建起科普教育平台，为志愿科

普活动提供场地和机会。学校里应积极举办有关科学知

识的活动，带动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并鼓励学生

进行科普知识分享，营造学校科普科教氛围。大学应组

建起不同学科方向的志愿者团队，以打造个性化科普为

目标，满足社会对于知识普及多元化的需求，同时给予

一定的经费支持。应充分利用学校中的实践基地和展览

馆等场所为科普基地，由志愿者担任讲解员，对小学生

进行游学型科普。且大学与小学之间应携手定期举办科

普活动或开展科普讲座，由学校发布活动信息，鼓励志

愿者团队积极参与。

3.2.2 大学生志愿者由专业老师进行统一培训

科普活动需要具备知识的科学性以及课堂的有趣

性。大学生志愿者应保持对科学的敬畏之心、探索之心

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加入科普

志愿团队后，需要由专业指导老师进行统一培训。大学

生志愿者们虽然有着较强的知识储备和亲和力，但对课

堂的把控以及内容的讲解能力上还有一定的欠缺，故而

需要专业指导老师来训练志愿者的思维。将志愿者的思

维与小朋友的思维接轨，并大量使用口语化，具象化的

方法将课堂内容变得通俗易懂，除此之外还需加强课堂

中的互动能力和控场能力，保证频繁互动的同时也能够

较好的带动课程节奏，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专业老师

还需负责指导志愿者团队的整体运行，带领志愿者团队

发展。

3.2.3 科普模式和课程的设置

科普内容可将志愿者所学专业与科普对象实际需求

相结合，解决需求、增强志愿者职业归属感的同时，对

于科普内容也有更透彻的理解，有助于内容的讲解，并

根据科普内容增加不同的课程形式，转换不同科普场景。

可将每场科普活动由单独个体变成多个单元联系在一起，

将科普内容串联起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联想，同时多

采用道具以及互动将科普内容变得更加具象化，更方便

理解。在课堂角色上可以将传统的“施众—受众”转变

为“共同参与分享”，活动中，受众也可以是施众，从不

同层面、不同角度来向大家科普相关知识，增加参与感，

提高互动性。每场科普活动后，及时进行分析总结，能

够更好的为下一次课程设置打基础。

3.2.4 科普与媒体挂钩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科普也应采用新的媒体

传播方式。志愿者团队积极开设团队的公众号，同时开

展线上预约科普活动等板块。除了“线下科普 + 线上同

步直播”相结合的模式外，还可定期开展“科普云游直

播”“科普短视频”等相关活动，丰富科普活动形式。活

动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媒体报道推送，增加科普志愿活

动的宣传，同时在学校校报以及各大媒体平台上也可积

极投稿，增加大学生科普志愿活动的知名度，促进更多

的大学生加入到科普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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