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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全国科普日“无心插柳”

2008年9月中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植物园（下文简称“中科院北京植物园”）承办了全

国科普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北京市很

多科研和科普机构，在植物园的不同景区中设置了展

位，让参观者们在这个“天然氧吧”里了解科普知

识，并且放松身心。

全国科普日活动结束之后，中科院北京植物园看

到了在园内开展科普活动的优势，设计了名为“科学

感悟，自然解压”的“科普花园”活动形成了自己的

科普品牌。这项活动以植物所优良的科研、科普氛围

和优美的人文、自然环境为依托，为公众提供一个了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

解科学研究、感受科学精神、激发创新创造，进而亲

近自然、融入自然、在自然中彻底放松的平台。

参观者在植物园学习

科普知识

“科学感悟，自然解压”科普花园活动
□文/陈小燕 记者/马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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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然后到园内指定地点采集植物制作标本保存起来，

再制作显微镜切片，观察植物的细胞结构。而其他一些

内容，则会被这一批参与者略过。

在“学做植物学家”活动中，像辨识植物和制作标

本等这些植物学研究的基本技能，被重新“包装”成知

识含量非常丰富的科普活动。经常参与这些活动的人，

就成了民间的“植物专家”，从而有可能在以后的旅

游、野营等活动中，辨识出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植物，利

用它们的功用为自己服务。

而“‘专家’互动”则是让参与者临时“改换身

份”，以“专家”的身份和角度，带领自己的“团队”

开展竞赛式“研究”。这类活动经常围绕某几个确定的

课题展开，在植物园科普人员的带领下，从最开始的搜

集文献到讨论、实验和宣讲等环节一应俱全。参与其中

的人们，可以体验到科学研究中的合作与竞争。或者

说，这项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参与活动的人们体验职业

科学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挑战和

取得研究成果之后的喜悦心情。

积极开发全新互动项目
在设计“八大板块”的同时，植物所每年也在不断

开发、充实、完善每个板块的活动内容。

举例而言，北京市“市花”的评选，在近年来成

为北京市民关注的话题。有鉴于此，植物所设计了针对

小学4~6年级学生的系列活动，让他们了解“国花”、

“市花”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并亲身感受“班花”产

生的过程。

“国花”“市花”主题系列活动，大体包括“国花

知多少”“‘班花’评选”和“‘班花’LOGO设计大

赛”等3个小活动。“国花知多少”活动主要是让参与

者了解世界各国的国花，以及国花背后蕴含的民俗习惯

差异、植物分布、植物分类等知识。参与活动的小学生

通常分为5个小组，查阅五大洲各国的国花情况，并整

理所有查到的资料。而后，在班会上，各个小组就向全

班同学汇报最终查阅结果，并讲述查阅过程中发生的故

事。如果同学们有兴趣，还可以选择几盆外国国花种在

教室里，近距离了解它的生长情况。

“‘班花’评选”活动则模拟了“国花”“市花”

产生的过程，让同学们能通过这项活动“深度了解”一

些花卉，并通过选举活动感受“民主”。在活动开始

前，由若干位同学组成的“‘班花’评选筹备组”，要

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制定班花评选标准，拟出班花候

|方案&实施|

精心设计品牌“茁壮成长”

植物园中优美的人

文、自然环境

“菜单式”活动任公众选择
“科普花园”活动以“科学感悟”和“自然解压”

为主旨。在这个主题之下，所有的活动被划分到“学做

植物学家”“博物讲堂”“‘专家’互动”“跨越千

年”“科普游园”“开心农事”“趣味园艺”“素质拓

展”等板块。每个板块包括多项活动内容，每一项在中

科院北京植物园科普团队编印的活动手册上都有简要介

绍。在策划活动时，想要参与活动的人们可以通过翻阅

这本手册，根据自己所需，像点菜一样在中科院植物所

提供的“菜单”上，选择自己想要参加的活动。

在这些板块中，“学做植物学家”和“‘专家’

互动”的内容都颇为丰富。“学做植物学家”包括了植

物种类识别、标本制作、显微观察、多样性调查、植物

成分分析、植物基因研究等以实验探索为主的内容，活

动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活动开始之前选择自

己要参观的项目。比如说，参与者如果选择了“植物种

类识别”“标本制作”“显微观察”这3项内容，就会

先在植物园科普人员的带领下，学习一些植物的基本知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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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花卉名单。此后，班花评选进入初选环节，按照投票

方式，选出3~5个候选班花，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竞选。

“‘班花’LOGO设计大赛”可以理解为“‘班

花’评选”活动的延续。参与其中的同学首先收集并

总结分析各种植物标志的特点、象征意义、设计理

念、运用元素等知识，再收集、学习“班花”的各种

相关资料。而后，以全班同学分为若干个小组，或者

每位同学分别提交作品的形式，设计出若干个“班

花”LOGO，并在班内进行展示和评选。

依托科研资源做最优质科普
中科院北京植物园里高质量的专家资源和他们丰

富的科研成果，是“科普花园”活动有可能在4年多时

间里蓬勃开展的依托。

中科院植物所是国内一流的科研机构，现有中科

院院士5位，500多位科研人员，600余位硕、博士研

究生，6名专职科普人员。如此众多的高知人才，确保

了“科普花园”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均可以由植物所

植物园中生物多样性

丰富

科普工作者、硕士博士志愿者以及科研人员组织安排和

实施。活动的宣传、组织和实施由科普专职工作人员担

任，定位准确，分工明确，确保了活动有序进行；参与

活动的研究生志愿者和科研专家，则确保了活动的科学

性和时效性。

不仅如此，丰富的科研资源，也使“科普花园”的

每个板块的活动内容可以根据季节、受众年龄和他们的

特殊需求而改变，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科普花园”的灵

活性、适应性、可持续性，确保每年的活动主题能紧扣

科研、社会热点、贴近百姓生活。

“科普花园”在4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围绕着

“科学感悟，自然解压”的主题来开展。它是对植

物所资源、人才、场地条件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是

植物所多年科普经验的集成和发展，也是植物所继

续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

重要举措。



81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特色科普活动汇编

|特色&效果|

植物科普游园“绿树成荫”

“科学感悟，自然解压”科普花园活动开展4年

来，内容不断充实完善，活动形式灵活多变，效果显

著，累计服务公众超过8万人。

通过学做植物学家、博物讲堂、“专家”互动、跨

越千年等活动，青少年了解到植物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

沿、植物学家工作的意义，体验到科学研究的艰辛和严

谨，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难能可贵。而科普游园、开心农

事、趣味园艺、素质拓展等活动，使从幼儿到耄耋老人

在内的庞大群体，都能在体验中学到科技知识和植物栽

植等技术，而且锻炼身心、舒缓压力，促进了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

正因科普花园系列活动丰富有趣，中科院北京植

物园已成为香山地区多个社区、不少中小学校以及社

会团体的定点活动基地。由中国科学院近年来科研成

果转化而来的“跨越千年”、森林水循环、科学植树

造林模型等科普活动资源包，以及由科研成果开发的

《探索植物实践手册》《〈国花与市花〉教师、学生

实践指导手册》等资源，在活动开展和完善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科学感悟，自然解压”科普花园活动的提出

是植物所科普工作者经过多番推敲、高度凝练而得

来的。“科学感悟，自然解压”科普花园活动几年

来的快速发展，为植物园适应新时期的科普教育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总结如下：

1.定位明确

科普基地一定要充分认识和分析自己的科普资

源以及目标，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形成自己独具特

色的科普活动。每个活动也要有定位，围绕一个主

题形成网络交叉的多元活动体系。

2.活动灵活

活动内容、形式以及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灵活度，

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公众的需求，

能够结合科研、社会热点，不断发展和完善。

3.专职队伍

科普活动的持续、良性发展必须依赖一支精良

的专职科普队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

|策划者说|

打造网络交叉的多元活动体系

确 保 科 普 目标的达成，

完成科普品牌的创建。

作为中科院系统为

数不多的拥有专职科普

人员的研究所，植物所

10多年的科普工作得到了

社会的认可。然而，至今仍

有一些不足：

1.经费投入不够

科普是面向大众的公益事业，投入越多，受众

则越多。植物所的科普花园活动接待能力可以达到

10万人每年，但由于经费和人力的限制，目前每年

服务2万人左右。

2.宣传工作需加强

植物所的科普活动目前主要以网络和现场宣传

为主，要扩大活动影响力必须加大与电视、报纸等

媒体的合作力度。

游客参观植物园中

奇花异草

社会的认可。然而，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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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简介|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是于1955年在

俞德浚院士等老一辈植物学家倡导下，经中央人民政府

批准选址建成的，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院于20世

纪50年代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植物园中较早的一个。

植物园规划面积119公顷，现有土地面积74公

顷，其中展览区20.7公顷，试验地17.2公顷，展览温室

1820平方米，试验温室3000平方米。已建成树木园、

宿根花卉园、月季园、牡丹园、本草园、紫薇园、野生

果树资源区、环保植物区、水生植物区、珍稀濒危植物

区，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等10余个展区和展室。

|专家点评|

“ 科 普 花 园 活 动 ” 起 源 于

2008年的科普日主场活动，该基

地提出了“依托科研资源做最优

质科普”的目标。四年来基地结

合自身的特色和资源，开发出八

大科普活动板块，每个板块又包

括多项活动内容，并采用“菜单

式”的方式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

服务，这是很好的经验，也值得

类似情况的基地学习借鉴，也希

望进一步加强活动的宣传。

小朋友参加植物园

“科普花园活动”

游人观赏北京植物园

花卉展

园内栽培植物近5000种（含品种），其中乔灌木约2000

种，热带、亚热带植物1000余种，花卉近500种（含品

种），果树、芳香、油料、中草药、水生等植物1500

余种。种子标本室收集种子标本75000余号、22500余

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并与60多个国家（或地区）

的300多个单位有植物种子交换关系。

植物园在科普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每年接

待游人约20万人次，是北京和外地部分专业院校以及中

小学校的定点实习或学习单位，被首批授予“全国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和“海淀区

科普教育基地”称号，同时是北京市和海淀区旅游局的

定点旅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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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一、“国花知多少”活动方案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8:00-12:0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图书

馆、计算机房；或学生在植物园内

信号较佳处通过无线网络查询  4~6年级小学生30

人，分为6组 让青少年了解

花卉方面的基

础知识

学生分组，到图书馆通过文献或

互联网，查阅世界五大洲各国国

花和国家相关资料

12:00-13:3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广场
各小组利用午休时间，初步讨论

查阅结果，做好讲解准备

13:30-16:0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科普

活动教室

4~6年级小学生30

人，分为6组；植物

园科普志愿者1～2人

各小组分别讲解查阅到的国花的

知识

二、“班花”评选活动方案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9:00-9:30

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植物园

科普活动教室

4 ~ 6 年 级 小

学 生 3 0 人 ，

分为6组；植

物 园 科 普 志

愿者1～2人

通过选举“班

花”的过程，体

验“选举”，了

解植物知识

学生讨论制定“班花”评选的标准

9:30-10:00
学生讨论出3~5个候选“班花”，根据支持候选“班

花”来分组

10:00-12:00
各小组通过互联网或文献，寻找并整理支持自己组的花卉

当选“班花”的素材

13:00-16:30
各组陈述与投票交替进行（类似选举奥运会举办城市的

方式），进行3轮投票，选出“班花”

三、“班花”LOGO设计活动方案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9:00-9:3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科普

活动教室
4~6年级小学生30人，分

为6组
通过设计“班

花”LOGO的

过程，学习初

步的艺术设计

知识

学生观察此前收集的植

物主题标志，总结其共

有特征

9:30-12:0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图书

馆、计算机房；或学生在植物园内

信号较佳处通过无线网络查询

收集、学习“班花”相

关资料

13:00-15:0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科普

活动教室

4~6年级小学生30人，分

为6组；植物园科普志愿

者1～2人

在画纸上设计标志

15:00-16:00
展示所有作品，让同学

们品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