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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计算机在自然语言处理
方面的具体应用有很多，功能也很强
大。你给它3句话，它就能写出一个50
集的电视连续剧。不过，不要害怕人工
智能计算机的发展，人工智能远未达到
人类大脑的精密度。人类最有创造力，
这点毫无疑问。”近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纬民登上
宁波市“院士开讲啦”第四期课堂，分享
了名为《国之重器——超级计算系统》
的科普报告。

1个小时左右的报告，让同学们明白
了“算力就是生产力”，了解到原来以人
力、畜力、电力为主的生产力时代，已进
入到以算力为核心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时
代；算力每12个月增长1倍，每投入1元，
就会带动3至4元GDP经济增长。通过
院士做科普，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科
学的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

宁 波 市 是 中 国 著 名 的“ 院 士 之
乡”，拥有 122 名属籍院士。“院士开讲
啦”是宁波市为落实《关于印发宁波市

“院士之乡”中小学科学教育实施办法
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为中小学
生特别打造的一档科学素质提升类课
外讲堂。2023 年 9 月 27 日，宁波市教
育局、宁波市科技局、宁波市科协出台
了该《办法》，就如何在教育“双减”背

景下，充分发挥“院士之乡”这一特色
资源优势，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做大
做强宁波“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助力宁波
培养制造业发展人才，并为建设教育
强国贡献宁波力量，从政策层面作出
了系统谋划。

此前已有施一公、胡文瑞和欧阳自
远、王建宇4位院士，分3期分享了关于
科学素养、逐梦星辰大海、量子卫星等
方面的内容。

《办法》提出，在机制层面，以宁波
“院士之乡”特色资源为基础，以学校科
学教育为主阵地，发挥校外科学教育资
源作用，构建校内校外协同推进的科学
教育机制。

《办法》强调全员参与与突出重点
相结合、立足校内与借力校外相结合、
品牌创建与循序渐进相结合。在坚持
科学教育全员参与，推动每一位师生、
家长重视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注重个性

化发展和因材施教，对科学素养突出、
科技兴趣强烈的学生予以重点培养；在
发挥学校科学教育主阵地作用，发挥学
科教师科学教育主力军作用的同时，调
动校外资源，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院
士、科技专家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强
调既要发挥好宁波“院士之乡”优势，做
大做强宁波“院士之乡”科学教育品牌，
又要遵循科学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发
现、培养规律，通过试点、推广、跟踪评
估、反思提升等工作，构建高质量中小
学科学教育体系。

与此同时，《办法》还提出了“四强
化一改进”的五项主要措施。

《办法》的出台，是宁波全面落实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等十八部委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
的意见》的具体行动，为加强该市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为
全国各地开展科学教育提供了参考。

20232023年年，，这些政策为科普这些政策为科普““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 科普时报记者 罗朝淑

看固定翼飞机表演现场起飞、感
受大风车旋转发电的魅力、用香蕉当
键盘弹奏一首钢琴曲……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校园科技节在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
小学西区分校拉开帷幕。这是《关于
加强新时代成都市中小学科学教育工
作的实施方案》出台之后，成都中小学
首次举办的科技节活动。

2023 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台多
项政策，为社会化大科普格局形成营
造环境。

政策层出，瞄准青少年科学
教育

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
联合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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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学校
主阵地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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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推进基于探究实践的
科学教育，激发中小学生好奇心、想象
力和探求欲，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引导
学生广泛参与探究实践，做到学思结
合、寓教于乐，自觉获取科学知识、培
养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质、增强科技
自信自立、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在孩子
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引导孩子编织
当科学家的梦想。

在此基础上，2023 年 12 月，教育
部发布《关于推荐首批全国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的通知》，将分
三批启动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
区、实验校建设项目，在课程资源开
发、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式变革、教
育评价改革、场所场景构建、社会力量
整合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
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

验和制度创新成果，提升中小学科学
教育质量和水平。此举被认为是对

《意见》的有力呼应。
作为承载科普的重要载体和题

材，科幻电影和作品近年来吸引了无
数青少年的目光。如何让科幻思维和
产品服务于青少年的科普教育？2023
年 5 月 29 日，中国科幻大会（2023）在
北京召开，会上发布的《青少年科幻教
育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尝试着给
出答案。据介绍，该《指南》的编制属
国内首次，具有开创性意义。

政策驱动，鼓励更多人做
科普

如何鼓励科研人员在做好研究的
同时也做好科普？2023 年 9 月 15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印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新时代加强
科学普及工作的意见》，强调“将科普
成果列入项目成果中”。这就意味着，
科研人员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项目时，需要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
2023 年 4 月，科技部发布公开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修改草案)》意见的公告，新增并单独
设立科普人员一章，强调“鼓励建立符
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
评价制度，为科普人员提供有效激
励”。当月，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
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试点开展在京
中央单位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
职称评审工作。这是国家相关部门首
次开展科普人才职称评定，也是首次
在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职称评定中直奔
主题创设科普专业。

在科普需求量极大的健康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河北、河南、黑龙江、辽宁、
山东、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等
21 个省市发布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职
称评审改革方案均已提出，科普作品
可以纳入业绩成果代表作参加评审。
其中，天津要求晋升的代表作最低只

有一项，这意味着只凭借科普作品就
可以符合评审条件。而河南和四川则
要求科普作品作为必备的申报条件。

政策组合，以制度夯实科普
基础条件

去年暑假，合肥科普游“火出圈”，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纷至沓来。

合肥是我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近年来，合肥以制度化的形式
推进科普事业发展，走在了全国前
列。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合肥市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正式施行。

同时，合肥还制定并出台了《合肥
市科技资源科普化改革方案》《合肥市
科普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合肥市科技
辅导员工作室管理细则》等，围绕科普
工作的方方面面，提供相应的制度
保障。

合肥是众多地方政府大力倡导科
普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海、天津、
江苏……各地都在纷纷出台利好科普

的地方性法规，为切实开展科普提供保
障。

政策指导，让科技场馆服务
更规范

作为科普活动的重要场所，各类
科技馆、博物馆如何服务于科普工作
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此，2023
年 11 月 27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科技馆功能配置
指南》和《线下科普活动基本要求》。
前者给出了科技馆功能分类、功能配
置原则，并对各级科技馆功能配置提
出建议，为各级科技馆建设提供基本
指导。

后者则针对不同线下科普活动
的共有特点和实践需求，提出了普适
性的基本要求，适用于科普活动主体
对线下科普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该
标准的发布实施有效填补了科普活
动领域的标准化空白，完善了科普标
准体系。

“院士之乡”多举措激发学生探索欲
□ 全继业

02 政策广角

图为郑纬民院士在宁波“院士
开讲啦”第四期课堂现场。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近日，在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青少年科技馆里，学生们在零距离体验科普、科
学展品的科技魅力。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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