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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览

 活动名称：

名称：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科学营活动

高校：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高校名称)分营

 活动时间：

2012年7月14日—20日（原定时间）

最终活动时间与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时间一致

 上海地区高校：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二、组织机构



上海科学营活动参与单位

 指导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主办单位：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支持单位：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科学营管理结构图

上海科学营活动
工作领导小组

各高校科学营工作组上海科学营管理办公室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全国管理办公室



上海科学营领导小组委员会名单

领导小组

主 任：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领导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

副主任：

 各承办高校领导

管理办公室：

 由上海市科协、教委有关部门组成

高校工作组：

 由各承办高校有关部门组成



管理办公室与高校职能分工

职责分工

 执行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管理办公
室下达的各项任务

 制定与实施上海科学营活动总体方案
 协调各方落实组织工作
 招募与选拔上海市营员，安排外省市营员
 组织校外集体活动
 策划与落实宣传工作
 收集和整理活动文字、图片、视频等素材
 总结上海科学营活动

职责分工

 制定与实施科学营高校活动方案
 招募部分高校营员
 落实后勤保障工作
 组织开展校内活动
 管理营员
 收集和整理校内活动的文字、图片、视

频等素材
 总结高校分营工作活动

管理办公室 高校工作组



三、营员组成与管理



营员组成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科学营营员由三部

分组成：

1、上海市学生

2、中国科协安排的外省市学生

3、承办高校自主招募的部分学生



营员选拔与管理

工作流程 上海市营员 外省市营员 高校自主招募

申报与选拔 依据中国科协有关要求，开展营员选拔工作

公布名单 6月中下旬

寄发通知
上海地区由上海科学营管理办公室向入选营员

寄发《入营通知书》

高校衔接 高校与营员进行前期联系

活动期间管理
由高校组织教师及志愿者管理营员，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四、活动方案



上海科学营活动内容

科学营的活动根据中国科协的要求体现校内外结合，校内活动安
排三天，校外集体活动安排两天。

校内活动“三体验”：
1、体验科研：上海五所承办高校共将开放19个国家和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开展13门学科的探究型课题学习。
2、体验科学：请高校著名教授、专家做科学报告和科普讲座，了

解前沿科技发展和学科专家成长经历。
3、体验高校生活：在高校内住宿、就餐、参观、学习。

集体活动“两走进”：
1、走进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园区、大型企业、大型工程；
2、走进社会，参观所在地主要旅游、历史、文化景点和设施等。



日程安排

第一天
7月14日（周六）

第二天
7月15日（周日）

第三天
7月16日（周一）

第四天
7月17日（周二）

全天：营员报到

上午：参观上海科技馆
下午：开营式
晚间：校内活动

全天：校内活动

全天：校内活动



日程安排

第五天
7月18日（周三）

第六天
7月19日（周四）

第七天
7月20日（周五）

全天：校内活动

白天：集体市内参观
晚间：闭营式

全天：外省市学生离沪



活动比例



五、校内活动



各高校校内活动一览

讲座专家 参观重点实验室
探究型学习

（理论课+实践课）
校园文化活动

复旦
大学

院士

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
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科：数学、物理、
化学、信息科学、
社会科学、植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

参观校史馆

参观新闻传播
国家示范实验
中心

上海
交大

蔡申瓯教授
刘西拉教授

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人工结构及量子调控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学科：物理学、信
息科学、工程学、
微生物学、植物学、
电子技术

参观校史博物
馆、董浩云航
运博物馆、钱
学森图书馆

同济
大学

汪品先院士
吴志强教授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
实验室
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科：工程学、环
境科学、物理学、
地球空间

社团交流
陶艺制作

华东
师大

褚君浩院士
何鸣元院士
何积丰院士
许纪霖教授
叶澜教授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精密光谱国家重点实验室

脑功能基因组学、极化材料与器
件、言语听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学科：化学、植物
学、环境、地球空
间、社会科学、动
物学

参观思勉研究
院、冷战研究
室、图书馆、
校史馆

华东
理工

973首席科学家
863专家

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煤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国家超细粉末工程研究中心

学科：工程学、环
境科学、化学

参观华东理工
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



校内活动介绍

各大学组织营员参观校内国家及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向营员讲解实验室研究内容，有
条件的让营员进行操作，亲身实践。

参观重点

实验室

高校邀请两院院士、知名科学家为营员做
讲座，解读前沿科技研究进展与成果，讲述名
家成长成才经历，让学生感受科学的精神与魅
力，帮助营员树立今后发展的目标与榜样。

讲座



校内活动介绍

组织营员参观校园，了解高校发展历史；与
所在高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进行交流互动。让营
员提前感受高校生活，感受高校特有的文化和精
神；也可组织营员进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
富营员生活。

校园文化
活动

高校组织营员进入周边社区、儿童福利院、
敬老院进行义务服务。也可安排其他形式社会实
践活动。

社会实践



校内活动介绍

高校安排开展探究型课题研究学习。根据营员学科分布，安

排高校教授开展相关学科理论及实践学习。

学科：数学、化学、医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工程

学、微生物学、信息科学、生物化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

地球空间学、机器人等14个学科。

探究型课
题研究

三次共10小时

课题探究
实践操作、
实习

学科知识普及
参观实验室

学科前沿讨论
课题咨询



六、集体活动



上海科学营开营式

时间：7月15日 15:00—16:30

地点：待定

拟参与人员：

上海市领导、上海市科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团委相关领导

5所高校相关领导、有关院士专家、钱永刚（钱学森之子）

科学营全体营员

开营式内容：

领导讲话及致辞

播放短片《仰望星空》，引出“钱学森之问”

营员与院士对话

授旗仪式

宣布“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上海科学营”开营



上海科学营闭营式

时间：7月19日18:30—20:30
地点：待定
闭营式安排：

名称 具体内容

播放活动集锦

约30分钟

相约上海
记录营员从全国各地相聚上海，共同生活的

点滴

放飞梦想 记录营员参观考察和学习情况

成就未来 采访营员对于未来的期望和祝愿

营员汇报交流

约30‐40分钟

每校推选一个节目进行交流，反映科学营活动期间的生活感

悟与学习体会

形式：演讲或文艺表演等

颁奖 颁发科学营特色活动奖

交换礼物

合影留念
营员交换礼物、合影留念



市内参观

时间：7月19日

参观安排：

（注：高校组织营员前往参观景点时，对行车路线进行设计，让营员在

车上浏览上海城市风貌。）

上午： 参观宝钢、海军上海博览馆

下午： 上海世博会纪念展、世博会保留场馆



七、后勤保障方案



后勤

后勤保障

住宿

交通

安全

医疗

餐饮

安排专人负责监管，
确保食物卫生安全
少数民族营员食物单
独供应

各校配备医疗人员

集中安排营员住宿
尽量安排空调房间

高校安排车辆接
送营员

营员情况日报制度；
每位营员投保人身意外险；
预留家长紧急联系方式



八、宣传方案



活动宣传方案

营员手册营员手册 校内渲染校内渲染 媒体宣传媒体宣传

报道将反映科学营活动总体情况，加以生动的事例，力图
全面展现营员在整个活动期间的生活、学习情况。



高校通讯点

新闻稿

上海科学营
管理办公室

摄影摄像

影像资料

媒体

新闻统发稿活动亮点

宣传工作流程图



宣传计划表

阶段 内容 主要工作

前期宣传

5月1日—

7月13日

建立微博
注册微博账号，作为活动信息发布平台，及时

发布各类与活动相关的信息

新闻发布会
发放手册，提前发布活动计划，使媒体有预知

性，并对整个活动进行预热性报道

中期报道

7月14-20日

新闻报道
邀请媒体参加开营式和闭营式活动，对活动进

行报道

深度报道
开辟报刊或网站专栏，针对活动中的热点和亮

点进行专访、并进行深度报道。

全程报道
拟邀1-2家网络媒体，开辟专栏，对全程活动进

行详细地报道

后期宣传
7月20‐31日 专题报道

收集整理活动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制作

会刊光盘，进行活动总结性专题报道



九、经费安排



经费使用

64%

校内活动费用

 住宿费用
（100元/人/天）
 餐饮费用
（50元/人/天 ）
 交通费用
 高校活动组织费用
（校内文化活动、专家讲座、场地、人员
补贴、活动耗材等费用）校外活动

开闭营式费用
集体参观费用
营员服装费用
活动宣传费用
组织管理费用

标准：每名学生2000元，包括校内的食宿费用以及校外活动费用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