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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紧跟学科趋势，开展气象科普

在科学高度发达，气象科学也已经攀上科学高

峰的今天，对中小学学生进行气象科普教育，成为

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针对这种趋势，大连市沙河

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在2007年建成了一座高水平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

深度接触风云变幻

的校园气象站。此后，该中心借助校园气象站这个平

台，向全区中小学生传播气象基础科学知识，提高中

小学生应对气候变化和避险防灾的能力，培养中小学

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针

对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接受特点，利用一些气象观测必需

的器材和活动器具，开展了课内或课外的气象科学学习与

实践，以及气象对生活、物象等影响的探究活动。

小朋友在学习气

象科普知识

□文/鞠鹏翔 记者/马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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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含义，并发给学生们画纸，让他们模仿绘制以

加深记忆。而对于通常已经有一些气象背景知识的小

学三至六年级学生，校园气象站则主要为他们介绍天

气观测方面的知识，并组织他们使用各种器材进行实

际观测。

对于一些学校组团前来的高年级学生，校园气

象站的科普教师首先会带领他们熟悉模拟气象观测系

统，再亲身进行观测。

举例而言，校园气象站在2008年举办的“大连

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100天天气全记录”观测探究活

动（下文简称“气象100”），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开

展的。首先，由科技中心的教师带领学生们认识百叶

箱、风向风速计、雨量器、蒸发皿、日照计、地温

表、气压计等气象仪器，了解它们的功用和在气象观

测中扮演的角色，让学生们完全置身于气象科学的氛

围之中。

随后，在认识了人工地面气象观测的基础设施，

并了解气象观测的基本方法之后，学生们被带领来到

|方案&实施|

依托优质资源，服务全区学童

不同于普通的校园气象站，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

技中心的校园气象站拥有完善的硬件设备，而且是大

连市城市气象站点之一，可谓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校

园气象站。利用优秀的硬件条件和科技中心的师资队

伍，校园气象站可以为沙河口区53所中小学校的几万

名学生，以及区外学生、学龄前幼儿和社区居民等不

同群体服务。

从2007年10月开始，科技中心招考了沙河口区各

校各类学科的教师，组成了科普教育和实践活动的中

坚力量，也就是气象小组的领导和老师。10月12日，

校园气象站接待了第一批访客。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校园气象站准备了不同

的活动。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校园气象站的

教师会准备各种常见天气符号的图片，逐一解释这些

游客们完全置身于

气象科学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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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环境里，组成活动小组，结合刚刚学到的知识，

使用人工气象观测系统动手操作，进行观测和记录。

比如，使用百叶箱的过程，便是打开百叶箱，观察其

中干球温度计和湿球温度计的读数，并进行记录。

最后，他们会将自己的观测结果交给科普教师。

这种亲身体验气象观测，总结观测方法的学习活动，

为学生揭开了气象科学的神秘面纱，也引发了他们对

气象知识的兴趣，成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又一校

外课堂。

营造特殊环境，改善学习氛围
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的校园气象站很注重

营造它与传统课堂的区别。这里的科普活动虽然没有

完全抛弃课堂教学的模式，但讲授的方法与模式，却

有了很多创新。

比如，科技中心在2011年寒假期间举办的

“2011——灾害自救我能行”活动，青少年就对校园

气象站营造的独特学习氛围印象深刻：教室内设置云形

的课桌，蓝天白云的教室穹顶，林立的气象仪器，让同

学们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气象环境中学习，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热情。不仅如此，校园气象站科普教室里没

有设置讲台，科普教师来到同学们中间，可以随时拿起

仪器授课。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模式，使学生

解除了灌输性学习的心理枷锁，轻松地接受气象科普知

识。在授课过程中，气象站也留出时间让同学们亲自动

手，实地体验气象监测的乐趣。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科技中心的气象科

普团队还为校园气象站设计了课堂小实验。这些小实

验的主题都围绕气象来进行，使学生能进一步揭开天

气现象形成的神秘面纱。比如说，一个简易的分析云

雨形成过程的探究模拟实验，就可以让学生观察水怎

样蒸发，怎样气化，水蒸气又是怎样变成小水滴的过

程。科普教师首先在不同的烧杯里装上热水和冷水，

盖上玻璃片，再由学生用温度计对两个烧杯进行测

温。然后，他们就可以对比观察两个烧杯上面玻璃片

的变化。盖在装热水的那个杯子上的玻璃片，会逐渐

结出不少水珠。这样的现象，可以让学生们直观地了

解自然界里水变成云的大致过程，以及水汽变化与温

度、湿度的关系。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学习氛围和大量有趣的实验，

“2011—灾害自救我能行”成为当年寒假里大连市

中小学生最喜爱的科普活动之一。

科技中心的气

象科普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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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效果|

高质气象科普，感动大连百姓

|策划者说|

打造青少年喜爱的全新休闲方式

科技中心成立5年来，我们利用校园气象站的硬件设

施，不仅通过课堂上的针对中小学生、幼儿、社区居民开

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完成气象科普教育，也通过每年举

办的大型活动，积极带动沙区学校、附近社区共同关注大

气环境，关注气象灾害，同时广大的新闻媒体也曾给予了

多次的宣传报道，大连综合频道、大连少儿频道曾多次与

科技中心合作完成气象科普宣传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居

民认识气象现象，学会防御气象灾害，促进了科普工作的

深入开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2008年11月15日，

科技中心因成绩卓著被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命名为

“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这是教育系统的单位跻身全

国气象科普教育行列的首例。

无论课程还是活动，学生们在亲身体验气象观测

中，领会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在灾害情

景模拟的表演中学会了如何防灾避险，在竞赛参与中体

验到了活动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学生不仅感受到气象

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影响，也认识到人类活动也影响了全

自校园气象站建成以来，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

技中心的气象科普活动，使全区学生们和附近社区

的居民共同关注大气环境，关注气象灾害，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

2008年11月，科技中心因气象科普成绩卓著，

被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命名为“全国气象科

普教育基地”。同时，科技中心提供的精彩的气象

科普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教育代表团参观

访问，并得到了大连市新闻媒体的关注。

而对于沙河口区的青少年来说，科技中心的气

象科普活动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视野，甚至使他们

养成了“关注天空”的习惯。沙河口区的55所中小

学校，都在科技中心的鼓励下组建了气象小组，而

且每所学校的气象小组都各具特色。

球大气环境的变化。活动的开展得到了沙河口区教育

局、大连市气象局和沙区各种小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认可，也得到了老师、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和赞同。

各项活动的开展，让我们体会到气象科普教育不

是培养气象专业科技人才，而是借助校园气象站这个

优秀的载体与平台，向全区中小学生传播气象基础科

学知识，提高中小学生应对气候变化和避险防灾的能

力，培养中小学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小学生参加气象科普

知识问答

亲身体验气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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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在学习气象知识

|基地简介|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以气象科普为活动特色。

2007年10月，该中心建成了一座大型的校园气象站。建成之

初，它拥有三大观测系统，即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人工气象观测

系统、模拟气象观测系统。自建成至今，该气象站不断升级，在

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太阳能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空气质量

监测系统、噪音测试系统等设备，还由中心自行安装、调试了翻

斗量筒式雨量计等设备。

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的气象科普实践，得到了大连市

气象局的大力支持。气象局为校园气象站建设和安装了大连市气

象城市站点的观测设备，使气象站的科普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利用这些优质气象科普硬件资

源，为中小学生提供观测大气、认识大气环境变化等方面的科普服

务。如今，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的校园气象站，已经成为青

少年了解防灾减灾知识、进行气象科普探究的绝佳实践平台。

|专家点评|

辽宁省大连市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

中心开展的：气象科普教育活动创意新

颖，值得借鉴。

第一，这是一个从策划、设计到组

织、实施都较完整、规范的科技教育活动。

第二，活动得到了气象专业机构的

大力支持，在软硬件条件上获得了提升。

这一实践说明，校外教育场所的教育活动

有必要而且能够得到专业科技机构的支

持，实现合作共赢。

第三，基层校外活动场所要根据自

己的资源情况设计有特色的教育活动。沙

河口区科技中心的气象科普活动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

参观者在进行气象观测

3
个

“校园气象站”拥有三大

观测系统，即自动气象观

测系统、人工气象观测系

统、模拟气象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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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气象科普活动课程活动方案

“气象100”科普活动方案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所需资源

8:30-9:10
校园气象站模拟

气象观测系统

50名小学生

及其家长；

上海植物园

自然导赏员4

人，负责游

客组织的工

作人员4人

认识人工地面气象观

测的基础设施、了解

气象观测的基本方法

学生通过模拟气象观测

系统动手观测气象

百叶箱、风向风速

计、湿度计等气象

观测仪器

9:20-10:10
校园气象站室外

气象站

学生通过室外气象站亲自

动手观测气象，并做记录

室外气象站的百叶

箱、风向风速计等

10:20-11:00

校园气象站科普

教室

认识天气现象和气象

灾害，学会防灾避险

通过表演、体验了解气

象灾害的防避常识

天气灾害的图片、

影片

11:10-11:50
了解大气环境的变化

的人为因素

通过观看影片、竞赛认

识如何保护大气

大气环境变化的图

片、影片

13:00-13:40
通过模拟实验，探究

降水形成的机理

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方案，

模拟降水的形成

实验器材（烧杯、

玻璃片、酒精灯）

13:50-14:30
了解雨的气象知识，

制作“小雨滴旅行

记”示意图和雨量器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

习水循环相关知识

彩色卡纸、彩笔、

废旧矿泉水瓶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所需资源

2008.3.21
科技中心校园气

象站

沙区中小学校领

导、教师、学生

代表

通 过 “ 气 象

100”活动引

导学生认识天

气现象，关注

天气的变化，

学会防灾避险

大连气象局的专家作报告并现

场指导观测

百叶箱、风向

风速计、湿度

计等气象观测

仪器

2008.3.24-28 室内气象站
沙区中小学科学

教师、学生代表

学校分批到科技中心学习气象

观测方法；科技中心教师指导

学生动手观测

校配的气象观

测仪器

2008.4.1-6.28
沙区各中小学校

校园

沙区各学校的科

学教师和气象活

动的小组成员

使用学校配备的气象观测仪器

进行观测，并撰写天气日记

校配的气象观

测仪器

学生播报天气情况，整理相关

的照片、DV等作品

电脑、照相或

者摄像机

2008.7-8月 科技中心

沙区各学校的科

学教师和气象活

动的小组成员

上交作品及其相关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