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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系统部署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支撑服务一
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面部署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的专门文件，《意见》旨在适应科技发展和
产业变革需要，从课程教材、实验教学、师
资培养、实践活动、条件保障等方面强化顶
层设计，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推进学校主

阵地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衔接，为中小学生
提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全面提高学生
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
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意见》坚持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激
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引导学生
自觉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增强科
技自信自立、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在孩子们
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引导孩子们编织当
科学家的梦想。

《意 见》要 求 ，要 改 进 学 校 教 学 与 服
务。按照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开好科学类课

程，修订完善课程标准及教材，同时将教辅
书纳入监管体系。强化实验教学，并广泛
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学教育场所，进行场
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动。为薄弱地区、
薄弱学校援建科学教育场所，提供设备、器
材、图书、软件等，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改进和强化实验教学，
弥补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的状况。各校
由校领导或聘任专家学者担任科学副校
长，原则上至少设立 1名科技辅导员、至少
结对 1所具有一定科普功能的机构（馆所、
基地、园区、企业等）。落实小学科学教师
岗位编制，加强中小学实验员、各级教研部
门科学教研员配备，逐步推动实现每所小
学至少有 1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的科学
教师。在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等项目
中提高科学类课程教师培养比例，鼓励高
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培养。

《意见》强调，要用好社会大课堂。统
筹动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馆、青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规
划展览馆和工农企业等单位，向学生开放
所属的场馆、基地、营地、园区、生产线等阵
地、平台、载体和资源。鼓励高校和科研院

所主动对接中小学，引领科学教育发展。
引导高科技工农企业开展“自信自立技术
产品体验”活动。推动中央主要媒体所属
新媒体平台开设科学教育专栏，大力弘扬
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激励中小学生树
立科技报国远大志向。

《意见》要求，要做好相关改革衔接。
严格竞赛活动管理，指导各竞赛组织方在
竞赛活动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参赛
学生家国情怀；突出集体主义教育，为参赛
学生未来从事有组织科研打牢思想基础。
明确“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等项目
在选拔、培育、使用上的各自侧重点，加强
统筹协调，提高培养效率。推进中高考内
容改革，坚持素养立意，强化实验考查，提
高学生动手操作和实验能力。鼓励本科阶
段开设《科学技术史》选修课。开展形式多
样的家庭科普活动，打造“家门口”科学教
育阵地。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科学教育相
关领域研究的支持。设立一批试点区校、
基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定期开展全国
青少年科学素质监测，及时宣传工作进展
和成果，积极营造良好改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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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院士纷纷破圈 网上“带货”科学知识
以传播知识为目的，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吸引大量粉丝

高质量科普有助于培育科技创新
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指出，
科学家要让社会公众更加理解和支持
科学，肩负着向社会更好传播科学知
识的责任。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
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深入推进科普信息
化发展，大力发展线上科普”。《全民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2021—2035
年）》也明确提出，以深化科普供给侧
改革为重点，大力开发短视频等多种
形式的科普作品，实现科普内容多渠
道全媒体传播。

受访专家表示，科普工作是科学
家的社会责任之一。目前，一些科技
工作者仍存在一定认识误区，认为科

普是“小儿科”，对参与科普活动有较
多顾虑，也欠缺以通俗易懂视听语言
表达的能力。

在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业
内人士指出，科普短视频领域存在专
业化不足、同质化严重、商业化过度等
问题。如有科普博主发布“高铁上的
蚊子为何不会被甩到车尾”的短视频，
其结论被物理学专家“打脸”；还有科
普视频作者假冒专家贩卖焦虑，甚至
推销劣质产品。

此外，有专家指出，科普短视频作为
一种“知识快餐”，无法取代系统化的专
业学习。应更好促进线上科普与线下
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让年轻观众不仅
喜爱科普“网红”，更因此爱上科学，进
而充满热情投身科技创新。 据新华社

用大铁锅演示中国天眼原理、带孩子们用塑料瓶造“火箭”冲上百米高空……近年来，越来
越多科普短视频成为网络爆款，不少专家、教授、院士拥有百万粉丝，高端、艰深的科学知识以
通俗、有趣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

手握一根塑料管，轻松地“驱赶”一
束塑料丝，塑料丝神奇地飘浮起来，如同
一只章鱼在空中游走。这是令退休物理
教师唐守平走红网络的一段短视频。作
为科普“网红”，唐守平在抖音平台拥有
近百万粉丝，先后发布 300 多个科普视
频，多条短视频播放量达 2000多万次。

“商品名叫七彩神仙，正式名叫盘丽
鱼属，长得跟个盘子似的……”这条幽默
的生物鉴定视频播放量超 460 万，制作
者为 B站的“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在
B站上，以“实时讲解＋原创动画短片＋
专家出镜解说”为特点的大量科普短视
频播放量很高，一批科普从业者也由此

“出圈”走红。
在此之前，人们对“网红”的印象标

签主要为“颜值漂亮”“善于带货”。而时
下，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的科普“网红”，
不“以貌取胜”、以传播知识为目的，也同
样吸引大量粉丝。

他们或是退休的教授、院士，或是在
医卫、自然、考古等领域颇有心得的专业
人士，又或是专门从事科普教育的知识
达人，粉丝量从几十万到数千万不等。
他们的视频不仅点击量高，且与网民互
动热烈，常常引来大量点赞、留言，评论
区里更有很多人在不停地刨根问底。

《2022抖音知识数据报告》显示，抖
音知识类内容呈持续增长态势，知识类
作品发布数量增长 35.4%。截至 2022年
10 月，抖音万粉知识创作者数量超 50
万，同比增长 69.6%，其中科普类创作者
数量增长达 80.4%，认证的教授数量有
近 400 位，涵盖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
多个领域。

不少科普“网红”表示，踏入互联网的目的
是激发年轻一代的科学兴趣。同济大学退休教
授、在抖音拥有逾 470 万粉丝的科普“网红”吴
於人说：“我们和科学打一辈子交道了，有责任
让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趣味，激发他们的好奇
心和创造力。”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等专家认为，科普“网
红”集体走红并非偶然，背后包含社会需求增
加、传播渠道更迭、内容形式创新等多重原因。

——科学素养提高、受众群体增加。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提出，2025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将超过 15%。随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群体
迅速增加，在“90 后”“00 后”集聚的社交媒体
上，知识需求带动一大波新流量。

——网络教育和信息打假等需求激增。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昶表示，作为移动互

联网的“原住民”，青少年通过加深对非体系化
知识的理解，也有效提升了线下深度学习的意
愿。“为什么年轻人爱上用 B站学习”的话题，一
度引发热烈讨论。此外，互联网中不乏打着科
学旗号的虚假信息，一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
专业人士通过鞭辟入里的讲解，引导公众去伪
存真，真实了解前沿新知，因而备受欢迎。

——传播方式提升科普效果。
陈昌凤认为，短视频科普走红，部分原因在

于用户能以极低时间、空间、经济成本学到不同
类型知识。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表
示，短视频互动性强，摆脱了传统科普的单向传
授模式，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

——内容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科普短视频走红离不开精心创作的内容。

许多科普作者善于捕捉社会热点，在回应公众
关切同时提炼科学知识，创作视角也较为平民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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