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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试点工作 
2022-2023 年实施方案 

一、背景与目标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和《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及《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利用科普资源助

推“双减”工作的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双进”服务“双减”

工作，中国科技馆发挥科普教育资源优势，发起征集“科技馆里

的科学课”试点地区的计划，拟联合各地科协组织、科技馆、教

育厅（局）、教科（研）院（室）等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科技馆

里的科学课”试点示范工作，为学校提供优质课后服务资源，为

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探索学校、家庭与社

会科学教育协同育人的机制。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试点工作将依托中国科技馆开发的

“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与“科技辅导员科

学基础课”等系列科学教育资源，通过双师课堂、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为学校提供丰富的科学教育资源，发挥各地科技馆的优

势，服务学校课后活动，助推“双减”工作落地实施。在试点实

施过程中，通过组织教师培训、联合教研、项目展评、协同研学

等活动，探索构建“馆校合作联盟”，建立馆校合作长期有效机制。 

二、试点工作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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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主题夏令营活动 

活动时间：2022年 7-8月 

主要内容：依托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络平台，策划发起线上夏

令营活动，邀请各试点地区学生参与，丰富学生的暑期活动，激

发青少年探索科技的兴趣。拟组织开展“云游中科馆”“科学表演

秀”“趣味科学实验”“小小化学家”等主题线上夏令营活动。 

各试点单位可以组织本地学校开展游学活动，鼓励学校到本

地科技馆或中国科技馆游学。 

（二）组织“同上一堂科学课”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 

活动时间：2022年 9月全国科普日期间 

主要内容：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科技馆里的科学课”，邀请院士讲授“院士科学人

文课”。 

（三）开展“科技馆里的科学课”三维课程 

活动时间：2022 年秋季学期 9-12 月；2023 年春季学期 3-6

月 

主要内容：为各地参与学校提供“科技馆里的科学课”三维

课程；包括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和科技辅导

员科学基础课，分别从科学人文、科技前沿、科学基础三个层面

为青少年提供多元化、宽口径、高水准的科学精品课程，以实现

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提升科学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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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院士科学人文课 

发挥中国科学技术馆国家馆的引领示范效应，邀请两院院士

从科学大师的角度，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为广大青少年树立追寻科学的航标，让更多人在年少时许下

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愿望。 

活动安排：每学期不少于 1期。 

活动形式：线上直录播。 

（2）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 

邀请基础科学和前沿科技第一线的青年科学家为青少年带

来科技前沿课程。通过科学家介绍科技创新的道路，分享取得的

前沿科技成果，让青少年能够看到世界、看到前沿，使科学探索

成为青少年追求的一种新时尚，激发他们探索未来科学的兴趣。 

活动安排：每学期不少于 3期。 

活动形式：线上直录播。 

（3）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 

学校教师利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视频资源，采用线下线

上双师课堂形式，指导学生收看中国科技馆开发的科学课程和活

动视频，有条件的学校可配备活动资源包，让青少年在探究学习

过程中参与科学实践，了解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 

活动安排：配合学校教学安排，一般每周 1节课，每学期 15

节。每月结合活动主题，组织 1期线上直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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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双师课堂，线上直录播。 

（4）开展“我问科学家”征集活动 

结合“院士科学人文课”和“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课程

主题，同步开展“我问科学家”征集活动，邀请试点地区中小学

校学生围绕课程主题提出科学问题，科学家针对学生提出的优秀

问题进行解答，并为学生制作颁发有科学家亲笔签名的“科学家

的回信”，构建青少年与科学家之间沟通的桥梁。 

活动安排：结合科学家讲座安排，通过中国科技馆官方公众

号“掌上科技馆”发布征集活动通知。 

活动形式：线上收集学生问题，线下邀请专家答复并寄送“科

学家的回信”。 

（四）征集服务“双减”科学教育课程与活动案例 

活动时间：2022年 9-12月 

主要内容：组织试点地区中小学教师参加中国科协“利用科

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资源项目征集展评”专题活动。征集中

小学校科技教师的科学教育课程案例与综合实践活动案例，包括

课程教案、课件、课程视频、课程/活动资源包设计方案等内容。

优秀案例将推荐纳入中国科协“科学教育资源汇集平台”和《自

然科学博物馆研究》学术期刊发表交流；并推荐至教育部“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五）开展科学教师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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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2022 年 9 月-2023 年 6 月，每季度不少于一期。 

主要内容：邀请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教育研究领域专家为各

试点地区中小学开展科学教师线上培训，重点开展新课标解读、

科学教育理论与教学设计方法等相关业务培训，提升中小学科学

教师创新开展科学教育的能力。 

（六）开展联合教研项目试点 

活动时间：2022年 9-12月；2023年 3-6月 

主要内容：每学期设立 2-3个联合教研项目，动员引导有条

件的科技馆与中小学校、教科院、教研中心等机构开展合作，围

绕课后服务需求，联合开发科学课程、实践活动等资源，推动科

技场馆辅导员与科学教师开展联合教研，形成可推广示范的联合

教研模式及共享的优质课程资源。 

三、保障措施 

（一）《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课程资源 

拟于 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与春季学期，定期发

布《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课程录播视频，试点单位根据当地“双

减”工作需求自行采购配备资源包。 

（二）整合推出线上科普资源 

基于中国数字科技馆的优质科普资源，汇总整理一批适合

服务中小学生“双减”工作需求的线上科普资源，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6 

 

1.科学家讲座：包括“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

前沿课”“中科馆大讲堂”等专家讲座资源，内容涵盖基础科学、

工程技术、生物医药、科学家精神等领域，旨在开拓青少年科

学视野，激发好奇心。 

2.趣味科学实验：包括《居家实验》、《云端科学课》等趣

味科学实验短视频，通过直观有趣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动手中探

索实践，培养其动手能力，激发创新思维。 

3.云游科技馆系列线上资源：包括《云享科学》、《触摸科

技》、《手绘科学》、《关于火星的千奇百问》等系列科普短视频

及动画资源，内容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基础科学等多个

领域，以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向青少年传递相关科学知

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氛围。 

（三）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 

在各地试点区域探索“馆校合作”的长效机制。通过注册方

式，建立学校与科技馆对接机制，科学合理做好课后服务，统筹

安排“双进”活动，开放学校进出场馆绿色通道和优惠服务政策，

简化流程手续，保障活动成效。 

（四）推介宣传优秀案例 

通过活动记录、过程考核，开展试点评估总结，对活动组织

有特色、深度参与馆校合作的学校、教师进行推介宣传，促进交

流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