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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应急管理
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

王焰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

我国地质灾害隐患点多、分布广。地质灾害
韧性社会防灾减灾体系尚不健全，地质灾害科普
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广大民众防灾减灾的能力
有待提升。

我认为，加强防灾减灾能力，还需制定政策
引导防治地质灾害新技术自主研发，推动灾后救
助向灾前预防转变；加强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的基
础理论研究，构建韧性社会防灾减灾体系；加强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培训，切实提升全
民防灾减灾救灾素质。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整理）

博物馆教育有不同于学校教
育的特殊价值，我建议要进一步发
挥博物馆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

博物馆学习属于实物学习

校内的学科学习是一种基于
符号的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帮助
孩子形成学科思想、学科思维，是
锻造孩子思维的基础。而博物馆
的教育属于实物教育或者实物学
习范畴。自然博物馆的馆藏化石
和标本，都是实物学习的基础。

这两种学习的差别在哪里？
符号学习是经过筛选后，提炼出的
一种知识系统。而实物除了能感
知信息媒介外，还具有知识属性和
功能属性。实物学习过程有挖掘
新知识的可能性，这是符号学习无
法实现的。

例如，一张金丝猴标本照片无
论多么高清，由于拍摄角度限制，
所展示出的信息都是遴选过的。
但实物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发现新
的信息，也许你会观察到专家目前
还未发现的东西。这是博物馆的
重要价值，也是实物学习的不可替
代之处。

博物馆学习具有自主性

孩子在学校里学习知识是基
于国家课程标准编制的统一教材，
老师在规定时间内把教材内容传
授给学生。

而在博物馆的上万件展品中，
孩子会看到他感兴趣或者不感兴
趣的展品，这是自主发现的过程，
充满个性色彩和自主性。孩子可
能会发现新的现象、新的知识、兴
趣所在，这些是校内学科学习做不
到的。

学习有两个本质。一是建立
大脑的链接，二是建立人和人之间
的链接。在学校里，因为学习的内
容大部分相同，我们的大脑链接会

高度相似。但进入博物馆后，每个
人建立的链接不一定相同，而大脑
不一样的链接是创新的基础，还会
形成兴趣和志趣。

博物馆时光赋予你特别
的“身份”

如何利用好博物馆的学习时
光？我认为要完成这几种身份的
转变。

要做一个“串珍珠的人”。博
物馆有很多展区、展位，有成千上
万件展品，这些展品是成系列的。
每件展品就像是一颗珍珠。虽然
博物馆已经按照逻辑串了一个“珍
珠项链”，但观众还可以串起新的

“珍珠项链”，做一个在博物馆“串
珍珠”的人。

要做一个时空穿梭者。博物
馆就是一个时空穿越的场所，要把
自己当成时空穿梭者。这样“逛”
博物馆便有可能与标本共情。比
如，我们在走过灭绝动物的知识长
廊时，看到一个个物种灭绝后，就

会思考“谁干的呢？”“恐龙经历了
什么？”等问题。

要当博物馆的主人。如果发
现某件展品上的标注说明出现了
错误，我们可以直接指出来，这样
博物馆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准确。
把自己当成博物馆的“主人”，博物
馆就是你的空间，所有的发现、感
受，都是因你而生。

做情感和问题的记录者。我
们在学校、家庭、社会上产生的情
感，和在博物馆产生的情感会不一
样，因为总会有一个展品打动你。
比如，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网红狮子
标本，里面的狮子像蒙娜丽莎一
样，露出迷人的微笑。观众看狮子
时感觉它在冲自己笑，就被感动
了。生发疑问是参观博物馆的正
确方式。观众不仅要带着问题来，
并通过参观展品解决问题，还要带
着新的问题出去，甚至要带着情感
共鸣出去。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
整理）

发挥博物馆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
□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 倪闽景

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
纳入九年义务教育

雷军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

从长期趋势看，各行各业对掌握人工智能基本
技能的人力需求正急剧增长，加强人工智能领域人
才培养，将成为我国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因素。

建议将人工智能纳入教育培养体系，从义务
教育阶段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设置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同时将相关内容纳
入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

（科普时报记者 史诗 整理）

构建城乡
“30分钟科学教育圈”

王淑英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中学教
育集团联合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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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建议加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
篷车、农村中小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为代表的
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真正为乡村学校科学教育
提供常态化有力支持。加强场馆、基地、营地、园
区、生产线等资源的建设与开放，共绘城乡一体
化“30分钟科学教育圈”。

科学教育内容涵盖广，相关资源分布于各个
领域机构。建议加强校家社合作，通过社团课
程、研学课程、项目导师等方式，引导更专业的家
长、院士、工程师以校外科技辅导员身份参与到
课程指导中来。

（科普时报记者 张英贤 整理）

一年来，全国各地各校都在
积极探索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的有效路径，且取得一
定成效。我在调研中发现，现阶
段的小学科学教育与一体化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仍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重视程度不够、科学实验室及实
验资源配比不足、科学教师的专
职率和专业对口率低、科学教师
用书支持性缺失等。为此，我提
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科学教育资源配置情
况纳入政府督导项目。对各省市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配给情况实施
见底行动，同时提交 3—5 年科学
教育资源补给方案形成任务清
单，并列入政府督导项目。科学

教育资源涵盖科学教室、实验器
材、实验员、专任教师、可利用社
会场馆。

二是多措并举稳定和保障教
师队伍。现阶段，可以通过“校内
转岗、区域培训、校外众筹”等方
式充实、优化科学教师队伍。同
时设立科学教师初始职业津贴、
兼职教师“持续任教奖”，增进专
兼职科学教师的职业身份认同
感，激励教师愿意持续从事小学
科学教育工作。条件成熟时，建
议将实验员纳入教师职称晋升
体系。

三是建立教师科学素养发展
标准。借鉴发达国家科学教育经
验，教育部、科技部协同建立教师
的科学素养发展标准，明确科学

教师应该掌握的科学知识的宽度
和深度的标准，为现阶段基层学
校选聘专兼职科学教师提供指导
和支持，协同推进各科教师在科
学教育领域发挥作用。

四是编写促进教师科学素养
提升的系列用书。教育部协同科
技部，组建以科学家、高校教授、小
学科学课骨干教师为主体的专业
团队，编写开发能够支持、促进教
师科学素养提升的用书。一方面，
服务于教学的教师用书，可以是纸
质的，还可以是视频资源，以帮助
教师提供概念载体、提高教学水
平、提升教学思维。另一方面，开
发适合小学教师使用的科普类读
物等资源，促进教师自主研修。

（科普时报记者 史诗 整理）

设立兼职科学教师“持续任教奖”
□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高金凤

加强中小学生科学教育，加大科学普及力
度，需要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开
拓教育新途径，培植浓厚科教氛围，将科学教育
纳入课后服务项目，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同时，
要用好社会大课堂，积极调用社会资源，实施家
庭科学教育，实施家校社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延
展科学教育纵深度。另外，要加强人才资源配
置，选拔优秀教师，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科学教育
条件。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 整理）

实施家校社协同
育人培养模式

薛超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第十一小学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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