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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特色科普活动汇编

□文/伍艳 记者/于力晗

|活动背景|

科技馆俯下身把观众“请进来”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省

份。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占全省总面积的60.14%。地

形复杂，对于少数民族和偏远山区的青少年来讲，科

普资源严重不足。为改善科普资源不足的现状，四川

科技馆积极实行“两条腿走路”发展战略，在把观众

“请进来”的同时，主动“走出去”，让边远地区、

贫穷落后地区的公众也有机会接受科普教育，现已打

造并拥有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展教技能的科普宣

传员队伍。

让科普“走街串巷”
四川科技馆坚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

质、促进和谐的方针，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的《全民科学素

质纲要》主题，面向基层，关注民生，以流动科技馆

|方案&实施|

让科普“走街串巷”

四川科技馆：

“科普六进”活动

流动科技馆走进富顺

县，同学们正在不断

尝试拼出正方形

的形式开展“科普六进”活动，包括进学校、进乡

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机关。活动内容以

科普剧表演、科学实验演示、科学比赛、科普讲座、

科普展览等活动的有效组合为主。

组建“流动科普小分队”
为保证“科普六进”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四川科

技馆专门组建和培训了一支集活动策划、活动执行、

活动宣传于一体的高素质队伍——流动科技馆科普小

分队。“小分队”成立之初只有五六个人，由于人数

少，“科普六进”活动主要在成都周边地区举办。随

着活动的深入开展，“小分队”也慢慢壮大起来，越

来越多的四川科技馆工作人员志愿加入。

“小分队”的队员主要来自四川科技馆展教部，

日常大家在馆里有工作分工，比如有人专门负责科普

剧表演、有人负责演示益智玩具、操作机器人等等。

为了开展“科普六进”活动，同时保证科技馆日常的

正常运转，科普小分队的队员们就要充当多面手，既

能够操作机器人、拆解益智玩具，又能进行科普剧表

演、科学实验表演等，各项展教工作都能做。所以针

对“科普六进”活动，科技馆专门对科普小分队的队

员们进行了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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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邀请，工作人员就根据对方的要求设计活动，包

括对接时间、场地、活动项目等等。

在一个地区开展“科普六进”活动的时间一般为

3~5天，每天服务两个单位或场所。由于学校是活动的

重点之一，工作人员为学生设计的内容主要依据科学

课教材，并针对学校里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相应的活

动。比如一、二年级的学生适合看科普剧表演，三、

四年级的学生适合玩益智玩具，五、六年级的学生适

合看科学试验表演。这样安排还可以将人群分流，看

完科学实验表演的学生可以到操场上，看3D展览、反

邪教展览、玩益智游戏等。

鱼眼中的世界到底什么样?无皮鼓为什么能敲奏出

声音? 什么是“动画原理”?什么叫“离心力”?人体

为什么会导电?这些涉及数学、物理学、光学、电磁学

等方面的科学原理，通过流动科技馆的科普展教仪器, 

立即“化深为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平

时人们接触不到这么丰富的科普资源，尤其是学生们

看到这些比老师上课演示用的教具还高级的东西居然

可以随意接触、按动，反倒更有兴趣。他们主动阅读

说明卡、询问讲解员，回到学校里更加积极主动地学

科普小分队由分管展教业务的副馆长任队长，还

设计了科普宣传队队旗，科技馆专门改装了一辆车，

成为流动科普活动专车，能够装载展教人员、各种实

验器材、科普剧道具等。

科普内容不断更新
“科普六进”活动面对各类人群，因此工作人员

在活动内容设计上力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观众

在短时间内了解相关知识，达到科学普及的效果。

首先，针对四川地区人口构成和素质差异，科

技馆对科普内容进行了安排：一是把现代科技知识与

日常科普知识结合起来，做到既有“阳春白雪”，如

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知识，又有“下里巴人”，如

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内容；二是把

科普知识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让群众接触和感受中

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三是在科普内容上兼顾不同层

次、不同岗位、不同年龄人的需求和素质差异，使不

同人群都能接受；四是联系热点问题以及其中的科

学知识，例如，针对“反邪教日”制作了“反对末日

说”“邪教的特点”等展板以及DM单，让观众在短时

间内了解相关知识，达到科学普及的效果。

其次，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排演了小品、小舞剧、

音乐剧、演唱、舞蹈等多种科普剧目。配合反邪教、

反迷信宣传，传播科普知识和科学观念，倡导健康、

科学的生活方式，寓教于乐。比如科普剧《太阳、

地球、月亮》，就是通过演员精彩的舞蹈、浅显的

台词，让观众了解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此

外，还有《王子奇遇记》《奇妙的科技馆之夜》《小

水滴旅行记》等科普剧目，都是用不同的故事向人们

宣传各种科普常识。

“科普六进”活动从2009年正式开始，三年来科

技馆每年都推出新的科学实验表演项目、科普剧目、

手工制作活动等。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查阅和参考了大

量的科学实验教材，亲自验证科学实验效果，并学习

一些国外的科学实验表演方法；不断创作科普剧剧

本，以便设计出更具舞台效果、更能吸引人们注意力

的活动。

合理安排策划
“科普六进”活动每到一个城市之前，科技馆的工

作人员都会与当地的科协联系。当地科协会提供受众

的年龄分布，或者当地的学校、社区、机关等单位会

流动科技馆走进张家巷小学

“ 科 普 六
进”活动的
时间一般为
3~5天，每
天服务两个
单位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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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效果|

让科技馆“流动”起来
四川科技馆在“科普六进”活动中，

以打造舞台效果、利用小型展品、强调热点

科普为核心内容，突出了流动特色，展品、

展教人员随着专用车将科普活动送到基层

学校、大山深处、偏远小城、少数民族聚居

区，提升了边远山区人民的科学素养，促进

了民族团结和发展。

2009年以来，流动科技馆共科普“六

进”48次，单位达到100余家，接待观众达

70万人以上。活动得到了中央文明办和中国

科协的肯定，四川科技馆被确定为全国“科

技馆活动进校园”深化试点单位。同时，通

过此活动的开展，科技馆不仅打造了一支高

素质的科普宣传员队伍，也锻炼了一批基层

科技辅导老师和志愿者。

习相关知识。

“科普六进”活动主要利用四川科技馆内现有的

资源，但人员和科普资源相对有限。为丰富“科普六

进”的活动内容，2011年四川科技馆特别申报了“体

验科学”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项目，为 “科普六进”

活动注入了新鲜血液。

覆盖各类人群服务“老少边穷”
“科普六进”活动的参与对象涵盖了

大部分人群，同时也对一些特殊人群有所

侧重，比如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及

基层学校。

由于四川的地形条件复杂，各地发展

程度不同，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接触的科

普知识比较少。因此，针对甘孜、阿坝、凉

山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科技馆的工作人员就主

动与当地科协的民族科普队一起，开着科普大篷车开

展科普活动。

一些山区的道路崎岖颠簸，工作人员有时还会

出现高原反应，身体不适。因此，科技馆会对参加人

员进行选拔，确保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另外，对科普

展品的选择也更有针对性。工作人员除了尽量多带展

品外，还会把一些科普展品直接送给当地的学校，以

便让学生们长期使用。比如，四川科技馆出版的科普

丛书《科学好玩》《科学有趣》，一些小型益智玩具

等。虽然“科普六进”活动的全部经费都由科技馆自

筹，而且日常活动中科普展教器材的损耗、维护等开

支不低，但科技馆一直坚持向偏远地区的学校赠送科

普展品。

普知识比较少。因此，针对甘孜、阿坝、凉

山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科技馆的工作人员就主

动与当地科协的民族科普队一起，开着科普大篷车开

流动科技馆到安县

流动科技馆走进自贡

大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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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者说|

信念，浇灌心中的花儿

四川，一个多民族大省，地形复杂，教育资源分

布严重不平衡。为了提高边远地区公众的科学知识和

科学素养，我馆积极开展“科普六进”活动，让边远

地区、贫穷落后地区的公众也有机会接受科普教育。

两年的风雨兼程，四十多次的科普六进深受社区、乡

镇、高校、中学、小学、商场、监狱、广大农村及边

远地区公众的欢迎和喜爱。四川流动科技馆也像一朵

小花，在全体流动科技馆人用心血和责任倾情浇灌下

成长。

两年多过去了，我们收获颇多，但是我们仍然看到

了不足。科普下乡活动人员相对过少，经费很紧张，展

品的不断改进和研发以及科普剧、科学实验的创新是我

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除此之外，四川省需要进行科

普宣传的基层地方太多，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

为当地的孩子、乡亲提供最大限度的科技展品，对群众

来讲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专家点评|

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

是最具人气的展品

同学们好奇地探究科学知识

科技馆采取“流动”的方式实现进学校、进社

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机关，是目前我国科技馆业

界普遍提倡和运用的方式。四川省科技馆的经验是：

（1）将流动科技馆的工作思路确定为“三为主”，即

以舞台效果为主、以小型展品为主、以热点问题科普

为主，符合“流动”的特点；（2）“科普六进”与四

川省科技馆内现有资源对接较好，如科普剧表演运用

于流动科普之中，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3）专门

组建了“流动科普小分队”，队员们经过培训，一专

多能，保证了“六进”活动的质量和效果。“科普六

进”的“流动活动”仍需加强具体、专业的策划和组

织实施，内容、形式需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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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简介|

四川科技馆

四川科技馆，是四川省确定的“十五”期间文化设

施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2006年11月2日正式开

馆，总面积达41961平方米。四川科技馆设有涉及20多

个门类学科的展区，拥有600多件丰富有趣的展品。是

集科技展览、学术交流为一体的多学科、多功能、全景

式、综合性的科技场馆，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科

普教育基地之一。

馆内常设展场面积25,000平方米。一至四楼设有4D

影院、都江堰、二滩与九寨黄龙、航空航天、机器人、虚

拟世界、信息社会、数学、青少年科技园、疯狂科学秀、

机器人工作室等展区。展品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参与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借助声、光、电等现代化展示手

段，生动形象地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同学们观看科普剧

《太阳、地球、月亮》

在常设展区，展教人员以展厅展品为依托，紧密结

合中小学生科学课程，采用科学实验、专题导览、科普剧

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根据不同的节日和

纪念日还推出了特别活动，让同学们在玩中体验科学。其

中，针对寒暑假期推出的“春雨知晓”和“火热求知”大

型活动受到了广大青少年朋友和家长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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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流动科技馆“科普六进”活动计划方案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实验材料

9:00-9:40
眉 山 市 东 坡 小 学

操场

东坡小学的全体

学生

向 青 少 年 普

及科学知识

观看科普剧：《太阳、地

球、月亮》《王子奇遇记》

《奇妙的科技馆之夜》《小

水滴旅行记》等。

了解关于天文和科学膳食

的科学知识。

9:45-10:30
眉 山 市 东 坡 小 学

礼堂

东坡小学的全体

学生

干 冰 秀 、 马 德 保 半 球 实

验、丙酮秀、记忆合金

通过观看趣味科学小实验

表演，向学生们展示实验

涉及的相关知识。

干冰等

10:35-11:00
眉 山 市 东 坡 小 学

礼堂

东坡小学的全体

学生

观看机器人表演，讲述关

于机器人的知识，与学生

们互动。

11:00-12:00
眉 山 市 东 坡 小 学

操场

东坡小学的全体

学生

参观展板展示，进行益智

玩具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