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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研究的道路上，我们希望吸引

更多优秀中学生参与，跟随我们的步伐继

续向前。”近日，2024 年“中学生英才计划”

化学学科冬令营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

北京大学三所高校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杨金龙在武汉大学出

席开营仪式上说。

2023 年 2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

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

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

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

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

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中学生英才计划”由中国科协、教育

部共同推动实施，旨在发现一批具有学科

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中学选拔

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高中生走进大

学，在著名科学家指导下，利用寒暑假和周

末参加为期一年的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

科研实践。

杨金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学

生英才计划”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开

辟了一条有效路径。

在开营仪式上，杨金龙为学生作了关

于单分子科学的报告。华中师范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高一学生杨博伟听完报告后说：

“大师报告讲解了最前沿的化学科学知识，

提供了很有启发的科研方法和解决问题的

思路，让我对化学兴趣更浓。”

“以名师引领为主的英才学生培养方

式，为中学生学习前沿科学知识、提高科研

技能、感受科学家精神打开了一扇窗。”武

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中学生

英才计划”导师胡斌说。

在杨金龙看来，“大先生”培养了“好

苗子”，“好苗子”也能反哺“大先生”的科

研事业。“一方面，著名科学家可以利用学

术声誉吸引优秀学生从事科研。另一方

面，科学家的研究事业也需要有人继承。”

杨金龙说。

中学生英才计划化学学科工作委员会

委员、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院长

庄林表示：“高校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我

们希望把基础学科人才的选拔培养延伸至

中学。中学也可以利用高校资源培养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

生。”

国家发展亟待增强基础研究后备力量。杨金龙说：“中国要

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就必须走在最前沿。‘中学生英才计

划’可以吸引优秀中学生从事基础研究，号召更多拔尖人才加入

创新队伍。”

如何深入实施该计划？杨金龙认为，首先要坚持非功利化定

位。“有些家长希望‘中学生英才计划’与高考加分挂钩，这是功利

化的想法。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要以兴趣培养为主。兴趣的开花结

果需要时间，我希望家长支持英才计划，静待花开。”

杨金龙还建议多措并举鼓励更多知名学者参与“中学生英才计

划”，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覆盖面。庄林认为，该计划对农村偏远地区

覆盖相对较弱。他鼓励优秀女学生积极报名。“任何学科都不应有性

别划分，男生女生在从事基础研究方面具有同样机会。”庄林说。

截至目前，中国科协追踪到的升入大学的 4846名 2013—2020届

英才学生中，有 73%考入 985 或 211 高校，13%入读哈佛、剑桥等著名

高校；40%左右的英才学生大学阶段继续在基础学科领域学习深造，

一批学生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24年“中学生英才计划”将在 58所高校开展，共选拔 1800多名

优秀中学生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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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自然资源部、科技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

2023 年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名单。中国地质大学逸夫

博物馆、中南大学地球科学创新中心、成都理工大学博物

馆等以高校为依托单位的科普基地被列入其中。

高校是开展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提出，支持和指导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共同体等利用科技资源开展科

普工作，开发科普资源。

高校建设科普基地具有哪些独特优势？如何依托科普

基地将教学、科研、科普有机结合？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

采访了此次入选名单中的部分高校科普基地负责人。

具备丰富的科教和人才资源

在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和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均作为科普场馆类科普基地入选。

高校博物馆的大量藏品资源，多数是高校相关专业

师生在开展野外实习和科研工作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因

此，与其他科普场馆相比，高校博物馆增添了几分学术底

蕴。“世界上的首座博物馆就起源于大学。高校博物馆根

植于大学深厚的文化土壤，是高校学术和文化积淀的重

要标志之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图书档案与文博部部

长帅斌说。

始建于 1956年的成都理工大学在建校之初就建有多

个地质陈列室，后来合并成一所具有较大规模的高校博

物馆，近年又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合作建成了建筑面积超

过 5万平方米的成都自然博物馆。经过 60余年的发展，成

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积累收藏了“合川马门溪龙”“大竹重

庆鱼”“隆昌铁陨石”等 6 万余件珍贵的标本，具有丰富的

藏品基础。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作为学校地球科学

普及、场馆育人和地学文化传承的平台，在成立之初主要

承担为师生教学科研提供标本材料、满足学科发展和科

学研究需要的任务。现在馆藏的 4万余件标本，很多是由

广大师生野外专业实习采集而来。

除了专门建设的科普场馆，高校中还有许多潜在的

科普资源值得开发。中南大学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主

任、负责人王李昌发现，高校实验室在完成大量教学科研

任务后，还有部分时间空闲。同时，很多重大科研项目结

项后形成的过程模型、成果产品及装置样机等，未被充分

利用且缺少展出机会。“科普基地充分发挥高校科教资源

丰富的优势，将这些用于教学科研的场地、设备、设施及

模型利用起来，既可减少科教资源闲置，又能保障科学普

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突出了高校科普工作投入少、产出

大、效果强的特点，把科学普及打造成为实现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王李昌说。

高校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专家多、人

才多，科技资源品质高，这是高校建设科普教育基地的优

势所在。”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成都自然博物馆校筹建组

常务副组长欧阳辉表示。

要让高校充分发挥开展科普工作的优势，需要调动

起科学家、教师、实验室人员和研究生等群体的主动性、

积极性。王李昌说：“尤其是实验室人员队伍。他们大都

是博士出身，基础理论知识扎实，经过长期的教学科研实

验实践与日常的实验室管理运维训练，专业技能与综合

素养十分扎实。因此，我们引导实验室人员在完成本职

工作的同时投入科普工作，使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综合水

平得到充分展示，并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发展工作过

程中获得成就感与价值感。”

发挥校内外育人作用

高校科普基地为高校学生的科普和教学提供了极大

助力。目前，多家高校都将参观本校科普基地纳入新生

入学的第一堂课。王李昌告诉记者，很多大一新生在入

学时对自己所选的专业了解并不多，而课堂上的授课内

容又比较专业，难以快速激发他们对专业的热情。现在

新生入学时能通过参观科普基地直观地看到专业场景及

研究成果，了解本专业的优势所在，对学科有更宏观与直

观的认识。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除了相关专业的

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能在参观过程中受到启发，为他

们的研究打开新思路。

高校科普基地对教学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还不止于

此。“我们有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一方面，学生志愿者定

期来博物馆协助馆员整理库房中的标本。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可以寻找自己的研究素材和选题。另一方面，志愿

者还要承担科普讲解员的工作，在为公众讲解的同时也

能强化自己对知识的理解。”欧阳辉介绍，博物馆提供教

学场地和场景，为相关专业师生来馆开展实习实践课程

服务。

青少年科学素养、科学精神、科技能力的培养，对建

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也是高校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近年来，研学活动在中小学群体中十分火爆，研学

也成为青少年接受科普教育的新形式。但当下的研学活

动项目质量参差不齐，管理仍需规范。

“我们依托高校科普基地整合资源，为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搭建了优质平台。在这里，学生们不仅能参观

展览，还能在研学实践课中受到研究式教育的熏陶，从小

培养科学思维，学习研究方法，感受科学精神。”欧阳辉介

绍，博物馆还将组织与中小学校长开展研学教育研讨，了

解他们的科普需求，同时继续加强与中小学校、社区和其

他科普基地的交流，使科普教育成为研学实践教育的重

要内容。

欧阳辉认为，高校科普基地要向社会公众开放，为

构建大科普发展格局作贡献。在加强科普创作方面，

高校有明显的优势。他举例说：“比如我们学校的杨春

燕博士，在校博物馆从事恐龙化石研究的同时，围绕馆

藏标本创作了《恐龙幼儿园》科普情景童话，并将其中

部分内容整理成科普绘本出版。她和其他馆员一起创

作了‘小龙人’科普情景剧。这些科普情景剧不仅在博

物馆内演出，还走进了社区和中小学校园，受到广大观

众的欢迎。”

此外，高校科普基地还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线上增

强科普辐射力。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积极开发了短

视频、线上课程等系列科普产品，并运用数字技术搭建了

线上全景式展览平台，与媒体合作开展云游博物馆直播

活动，打造“永不闭馆”的自然资源科普实践基地，大大拓

展了博物馆的科普覆盖面。

多主体共同推动科普事业发展

目前，高校科普基地正在积极探索与多主体联动，

共同推进科普事业发展。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计划定

期举办科学家讲堂、青年博物学家讲座等活动，未来还

将与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谋划高规格科普教育主题学

术论坛，吸引国内外学者来蓉交流研讨，助推高校和城

市协同发展。

中 南 大 学 国 家 自 然 资 源 科 普 基 地 通 过 将 科 普 讲

座、轻量化展品等搬入校园，不断拓展可移动式科普

资源。

2023 年，科普基地“走进”中南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成

功举办了“国际化石日”暨古生物科普大型活动，在小学

校园内开展了科普讲座、化石展演、分组探秘等。中南大

学地质资源专业的研究生更是作为本次科普活动的志愿

者，根据青少年认知特点，组织形式多样的“化石游园

会”，带领青少年探索化石互动发掘、化石模型彩绘和化

石火漆印章收集等寓教于乐的趣味活动，激发他们对古

生物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此外，高校科普基地还与社会科普场馆和组织等密

切合作，在加强自身专业性的同时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

升。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通过加强与行业博物馆以

及博物馆学会、博物馆专委会、洪山地区科普展教联盟等

行业组织的联系，汇聚资源共同做好地学科普教育。2023

年 8 月，该博物馆与宁夏地质博物馆、青海省自然资源博

物馆、山西地质博物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促进中

西部自然资源类博物馆的深度融合发展，探索构建“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自然资源科普工

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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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校创新资源依托高校创新资源 建设科普传播高地建设科普传播高地

头戴 VR 眼镜设备，手持遥控手柄，便

能顷刻间置身于响堂山石窟，眼前慢慢浮

现造型生动、神态安详的佛像和色彩斑

斓、线条流畅的壁画……这是太原理工大

学艺术学院文化遗产数字化团队对响堂

山石窟文物数字化采集的工作成果。

春节假期，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

石窟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在欣赏天龙山

石窟雕塑艺术的同时，也赞叹数字化技

术再现了散落在多个国家的文物造像。

不久前，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因文物数

字化复原实现造像“重聚”，一度引发热

议。而这都与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文

化遗产数字化团队密不可分。

科技手段助力文物重现风采

位于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开凿于

北齐时代，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历史原因，响堂

山部分石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并有

一些文物流失海外。为了还原响堂山石

窟往日的风采，2017 年至 2018 年，太原理

工大学艺术学院启动了响堂山石窟数字

化工作，对石窟本体和流失海外的文物进

行数字化采集和整理。

然而，文物“回家”的路并不顺畅。因

其规模庞大，团队需要根据采集到的数据

进行点云处理，通过多个站点的扫描，获

取石窟表面的完整点云、三角网面，再加

上复杂的后期处理，才能完成石窟模型的

重建。

“数据采集费力，数字复原费心，缺

位的造像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在什么

位置，都需要确切的依据。”太原理工大

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教授赵慧告诉记

者，为了做好响堂山石窟的数字采集工

作，团队不仅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还曾先

后 4 次实地采集数据，建立了上百个站

点扫描。从前期的数据采集，到后期三

维模型的映射，团队经过 6 年的努力才

完 成 北 响 堂 第 3 窟（刻 经 洞）数 字 化 复

原，为《响堂山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提

供了宝贵线索，也为那些流落异乡的文

物回归故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师生接力做好文物数字复原

在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复兴路

上 国宝归来”特展展厅里，笑意盈盈的

“第 8 窟北壁主尊佛首”放置于 3D 打印的

洞窟里，后面就是它的佛身。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烽介

绍，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于2012年成立了

文化遗产数字化团队，摸索出了一套数字化

修复文化遗产的方式。2015年该校开展天

龙山石窟本体的三维扫描数字化工作，重建

石窟本体三维数字模型，并结合海外造像数

字模型，数字复原天龙山石窟。

“尽管前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

在当时天龙山石窟的数字复原对团队而

言是不小的挑战。”李烽介绍，该项目是国

内外首例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以“数

字”形式回归，并与遗址本体数字合体复

原石窟原貌的案例。团队共有 20余人，除

了六七名教师外，其余均为太原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

资料不够，团队成员就想方设法联系

相关机构获取信息；设备技术不够先进，

团队成员多下苦功，一遍又一遍地跑现场

做实证。从数据采集、点云处理到模型构

建、纹理映射，团队最终实现了 11 个石窟

100余件文物数字复原。

“不论是天龙山石窟还是响堂山石窟

的数字复原都经历了数年时间，都是由教

师 带 领 学 生 不 断 接 力 才 有 了 如 今 的 成

果。”赵慧介绍，多年来该团队致力于山西

省内外重要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目前

已完成国内外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和复

原项目 10余个，采集文化遗产数字资源 40

余项，培养学生 100余人。

赵慧认为，文物数字复原其实是中国

流失海外文物数字化回归的一个有效路

径。此外，通过造像和石窟的数字复原模

型，拉近人们与文物的距离，让更多人能够

重访历史，重新了解文物的原始面貌，这也

是文物数字复原的意义所在。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学生参

与到了文物保护项目中，让我们看到了文

物保护工作未来的希望。”赵慧表示，团队

将继续深耕此领域，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

史文化记录，让更多濒危的古迹重新“活”

起来“走”出去。

太原理工大学组建文化遗产数字化团队

用数字技术带海外文物“回家”

◎本报记者 代小佩

图为小学生到中南大学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参加科普活动。 中南大学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实习记者朱虹 通讯员任忆南 徐率）
东北大花铺满床铺，福字、春联贴上窗户，桌子上摆满冻梨、冻柿子，

墙壁上挂着“辣椒”“土豆”，列车员小姐姐变身“村花”扭起了东北大

秧歌，身着吉祥物人偶服装的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一起舞蹈……

日前，65 名来自广州、北京、武汉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搭

乘了一趟充满“年味儿”的 K7041 次东北民俗主题列车。列车从

哈尔滨火车站出发，驶向“神州北极”漠河市，进行了为期 3 天的

研学之旅。

据悉，在寒假和春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政

府部门、景区、旅行社、教育机构等对接合作，结合区域内文旅资源精

心设计研学精品路线，开行定制化研学列车，通过打造特色主题车

厢，开展富有东北特色的互动活动，让流动的课堂更精彩。

图为非遗项目剪纸文化传承人赵娜带领学生们体验剪窗
花民俗。 王聪摄

开展特色研学 打造流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