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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生参与科普实践的意义浅析

——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为例

张桥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科普工作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具有重要位置，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亦是科技工作者的后备军，因此对

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大学生科普团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参加科普工作

对于其专业学习、未来发展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科学普及；科技工作者；大学生

一 前言：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道路并不平坦，只有创新才能抓住

主动权，要实现创新发展，就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这两把双刃剑，要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在同等位置 [1]。

当代大学生处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向社会从事某

个职业的过渡阶段，是科技工作者的重点培养对象。同时，

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和国家培养的高

级专业人才，他们年轻、充满活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

大学生毕业之后，必将走向传播科学知识，用技术和能力推

动社会发展的道路，成为科技工作者的一份子。

2015年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

与者和推动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

表明，办好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

养和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

民群众需求。

高校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强，科研人员队伍庞大，可调

配资源丰富的特点。正因如此，2016 发布的《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指出，高校

应该大力开展校内外结合的科技教育活动。充分发挥非正规

教育的促进作用，推动建立校内与校外、正规与非正规相结

合的科技教育体系，这一点符合“双一流”建设的最终目标。

因此高校应该主动承担科普责任，将科研与科普相结合，并

且将大学生参与科普实践、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二 现状和问题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指出，我国科普工作科普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均衡化、

精准化服务能力亟待提升；科普投入不足，全社会参与的激

励机制不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够 [2]。这是我国

科普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具体表现在，科普开展的形式单

一，以讲授为主，缺乏互动、科普内容太泛，不够精准、参

与者太少，大部分科技工作者未参与其中。对于大学生而言，

自身条件的限制、科普服务的渠道太窄、科普服务的保障等

因素，也对大学生参与科普志愿活动造成阻碍。

在地学科普领域，目前，全球有 120 家世界地质公园，

其中我国有 33 家，同时我国还建立有 241家国家地质公园，

地方科技馆等 [3]。从数量上来说，我国地学科普资源比较丰

富。但从质量上来说，资源充分的地学科普园地没有得到充

分的利用，一是园区内科普工作参与者数量少，除了少数的

讲解员，游客只能凭借指示牌获取知识。二是资源利用率底，

典型的、具有科普教学意义的地质现象受众往往不及一些奇

石山峦。

另外，全国地学专业的实习基地往往和各类地质公园

重叠，这些地方经过多年建设，地学相关标本完整，经典地

质现象丰富，野外考察路线成熟，实习基地具备了交通发达、

餐饮方便、可靠安全等特征，是开展除了野外地质教学以外，

地源地学科普的优质场所。但是由于地学专业学生实习时间

紧张、地方引导不足等原因，本来可以以大学生为主体，面

向实习基地周边民众的地学科普工作未能有效展开，造成了

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然，地质工作者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以地学

领域的古生物学家为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在 1994 年就成立了中国古动物馆，并结合馆藏进行相关

科普活动，1997 年成立的，小达尔文俱乐部已经成为中小学

生进行中小学生学习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组织中小学生进

行野外实习，领略祖国壮丽河山。另外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质学会、各大高校、各地地质学会、地质遗址所在地方政府、

各大博物馆和社会力量均对地学科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联合西北大学博物馆组建了一只由

专业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科普队伍，其中大学生人数

达到 82人，成为开展地学科普工作的主力。通过开展博物

馆课堂、地质大讲堂、户外趣体验、走进实验室、科普情景

剧以及大咖开讲啦等六大系列活动，努力探索将地学知识与

实践相融通，摸索和开发一套全新的青、少、幼地学教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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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体系 [4]。另外，地质学系组建地学科普讲解队，定期去往

西安市内、安康、商洛等中小学开展地学科普工作，引强烈

反响。

因此，本文通过研究该科普队伍中的大学生志愿者对

于科普实践的反馈，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参与科普实践对于自

身的意义。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地质

学系参与科普活动的大学生中发放，为不记名形式。为了突

出参与科普实践的意义，设置四个单选题，分别是①参与科

普实践工作对你的专业学习有没有提高？② 你想继续从事

本专业的科研工作吗？ ③ 科普讲解工作对你专业领域的创

新思维有没有帮助？ ④ 科普工作对你的沟通表达能力有没

有提升？  共发放调查问卷 82份，回收有效问卷 71份，回

收率 86.5%。

问卷调查结果：

关于①参与科普实践工作对你的专业学习有没有提

高？

本题旨在探究大学生能否在科普实践中运用并充分理

解专业知识，做到课堂内容与实践的结合，进而提升学习成

绩。参与调查的同学中，3人选择没有提升，占比总调查人

数的 4.2%；48人选择有一些提升，占 67.6%；20人选择有

很大提升，占 28.2%。

关于②通过参与科普实践，你想继续从事本专业的科

研工作吗？

本题旨在讨论科普实践对于大学生专业兴趣产生的影

响，参与调查的志愿者中，5人表示将来不会从事跟本专业

相关的工作，27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从事跟本专业相关的

工作；39人表示会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关于③科普讲解工作对你专业领域的创新思维有没有

帮助？

2人表示没有，19人表示不确定，50人选择有帮助

关于④科普工作对你的沟通表达能力有没有提升？

1人表示没有，39人表示不确定，31人选择有帮助

四 讨论和分析：

1 科普实践对大学生专业学习的作用

科普工作的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于高

校和大学生而言，具有先天优势。高校科普组织可根据内容

的不同招募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展工作。然而，随着校园文

化的丰富，当代大学生可能会参加多个社团，无疑会占用更

多的学习时间，可能会造成成绩下降。但是也有研究显示大

学生在有意义的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他们从大

学经历中所得到的收获就越大 [5]。那么通过参与科普实践，

对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有没有益处呢？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95.8%的学生认为参与科普实践工作对专业学习有一些或者

很大提升，其中提升很大占比 28.2%，仅 4.2%的同学选择

没有提高。这表明大学生参与科普实践活动不但不会影响其

专业课程的学习，而且能对专业学习有所提升。从科普环节

的实际操作来看，课堂学习所学到的知识，在科普环节得到

了实践应用，同时接触实物的讲解或者演示，也能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在学习和实践的结合中形成正向反馈，有益

专业水平提升。

2 科普实践对于大学生专业兴趣培养的作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专业兴趣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和获得感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这与高校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有

关。在我国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新时期，应充分认识

学生专业兴趣的作用 [6]。那么科普实践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

呢？从大学生参与科普活动，成为科普志愿者的流程来看，

参与者自愿报名，是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会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内容进行学习，科普组织也会对之加以培训，这样原本

感兴趣的内容就变成了专业知识。研究发现：专业兴趣对学

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兴趣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

响在不同学科上并不相同，在理科和工科中专业兴趣的作用

相对较大，这也充分说明，对地球科学这门实践性非常强的

自然科学而言，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开展科普实践活动，对

于学业兴趣的培养和学业成绩的提升大有裨益。

五 结论：

随着国家对科普事业越来越重视，大学生作为高等学

府里具有先进知识和专业学识的新一代高水平人才，加强推

进大学生参加科普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可以提升专业学习兴

趣、打磨专业知识，还能助力提升全民素质，更利于让大学

生认清民族使命，提升自我价值感和自身修养，同时能够加

强高校与社会的融合，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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