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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青科教协〔2019〕3号

关于开展第 27 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论文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 2016—2020 年）》和《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

（2010—2020年）》，促进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进

行研究，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将举办第 27 届四川省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论文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本届论文征集活动主题为“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

养”，主题解读见附件 1。

二、活动范围

活动面向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会员；中小学校、校

外教育机构（科技馆、少年宫、少科站等）、师范院校及社会

团体等单位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



2

工作者；关心、支持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三、组织机构

1．论文征集活动在省协会理论专委会的指导下进行。

2．各市（州）科协、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协

会负责当地论文活动的组织工作，本次论文征集活动不受理个

人直接上报的论文。

四、论文要求

1. 论文内容切合主题，文字简明。论文采用的资料与数

据翔实可靠，论证充分严谨，概念清晰准确,对教育实践有指

导借鉴意义。科普短文、科技发明、科教制作和科技活动案例

不在论文征集活动征集内容之列。

2. 论文内容组成应包括标题、摘要（字数 300—500字）、

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参照国家标准 GB/T

7714-2005《论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作者简介等。正文

字数在 3000—5000字。论文必须以电子文档方式（word、wps

或 txt文档）报送。

3. 论文作者必须完整准确填写论文登记表（见附件 2）。每

篇论文的署名作者不得超过 2人，每位作者仅限报送 1篇论文。

4. 参加论文征集活动的作者文责自负，不得抄袭，引用

部分须在参考文献部分标明。

五、推荐优秀论文的程序

1．各市（州）协会对征集的论文进行初评筛选后填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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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统计表，加盖公章后统一上报省协会（见附件 3）。

每位作者仅限报送 1篇论文参加征集活动。作者不得通过

不同渠道同时报送同篇论文。

2．各市（州）协会上报推荐论文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

月 15日。

六、有关费用

各市（州）协会，各有关单位在上报优秀论文的同时，缴

纳论文评审相关费用，缴费标准为：

1．凡协会会员（含中国辅协和省、市、县级协会），凭有

效会员编码或市（州）协会证明，评审费优惠为 80元 /篇。

2．非会员为 100元/篇。

七、评审与奖励

1．省协会将聘请有关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

2．本次征集活动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所有获奖

作者都将获得相应的获奖证书。

3．省协会将推荐获省级优秀论文的作者到全国参评。

户 名：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成都跳伞塔支行

账 号：4402248009024909336

请在“附言”中注明“ X市（州）论文评审费”

八、其他

下列情况的上报论文，不予评审，不给奖次（征集活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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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将严格按照以下条目执行，请作者、组织单位注意）：

1. 不符合论文征集要求；

2. 未按规定报送“论文登记表”“推荐论文统计表”（包

括电子版）；

3. 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

4. 未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5. 抄袭他人作品，论文结构、文字雷同处超过全文三分

之一；（辅助专业文献检测查重工具）

6. 论文正文字数不足 2000字。

论文征集活动是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的一项重要活

动，请各市（州）协会和有关单位认真组织，按时、按质报送。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 系 人：蒙春燕

联系电话：028-85292782

电子邮箱：46708967@qq.com

附件：1. 论文征集活动论文主题解读

2. 论文登记表

3. 推荐论文统计表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2019年 6月 5日

mailto:46708967@qq.com
http://sichuan.xiaoxiaotong.org/AttachFile/2018/4/52190021/636596674671391692.docx
http://sichuan.xiaoxiaotong.org/AttachFile/2018/4/52190021/636596674898664691.docx
http://sichuan.xiaoxiaotong.org/AttachFile/2018/4/52190021/63659667535555082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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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技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

一、理解思维能力、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

所谓思维能力，就是指人们依托大脑完成思维活动所必需

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种能力虽因个体大脑形成时的遗传因

素而有先天差异，但几乎可以一直不断地通过后天的培养加以

提高。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创造性思维）是思维最主要的两

种类型。

逻辑思维是人们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精确

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在这里，事实构成了逻辑思

维的重要基础，而严谨的态度和推理能力，成就了人们运用逻

辑思维汲取新知识的“理性”认知过程。逻辑思维强调事物的

因果关系和思维的连续性，因此也被称为纵向思维。归纳法和

演绎法，则是人们常常用到的两种逻辑思维方法。

创新思维是人们在对原有客观事物认知的基础上，借助于

发散、想象、直觉等思维形式，实现对客观现实理性或非理性

认识的新飞跃过程。在这里，对原有客观事物认知的再认识，

就像人们转动手中的万花筒，需要把已知的许多事实重新组合，

才能呈现出新图样。创新思维强调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思维

的跳跃性，因此也被称为横向思维。说到创新思维的培养，个

体的信息基础越宽广——也就是知识储备越丰富，其认识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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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性，或者说思维中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成果自然会更多。

当然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训练在思维时养成在实质不相同的

事物或环境之间抓住“关键性联系”的本领，最终才能形成“智

以择向”的创新能力。

二、在科技教育中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

广义的科技教育包括校内科学、技术、数学等学科课程和

校内外跨学科的科技课程和活动。科技教育中的“科技”，是

指大科学、大科技，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社

会学等。科技教育要实现育人的目标，特别是培养科技创新后

备人才的目标，需要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激励青少年树立科

学梦想，把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

养更好贯穿教育全过程，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习惯，提高青少

年对周围世界的科学认知和创新实践能力。

有的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会尝试运用科学史上的案例，引导

青少年通过想象和类比等创新思维形式实现自己脑海中的“创

新”。著名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澍所指出：

“类比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历史上，脱氧核糖核酸分

子结构共同发现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博士，就把他的成功部

分归功于通过想象进而抓住类似情景的本领。按照沃森博士的

说法，他之所以能够解决双螺旋结构之谜，以及建构一个脱氧

核糖核酸分子模型，是其在梦境中闪现出自己所见过的电影摄

影棚中用来当道具的螺旋式楼梯才悟出的。这种楼梯与他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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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之间的类比，帮助他发现了上述分子结构的真谛。

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许多科学教师很

注意培养青少年的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是指不墨守成规，从不

同方向探究多种结果的创新思维活动。在青少年开展科学探究

活动时，运用发散思维可以使青少年围绕所探究问题，沿不同

方向去思考、去探索，重组眼前的事实和记忆中的知识，产生

新的独特信息，获得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而在青少年开展技

术设计或工程建构活动时，运用发散思维则可以使思维在跳跃

中寻找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组件（或器件）的接触和变换—

—这个不行用那个试试，由此提出新思路，发现新功能，乃至

做出新产品。这些都是青少年创新思维的训练过程。

对应用 STEM 教育模式的科技教育工作者来说，这种以

项目学习、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课程或活动，将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有机地融为一体，特别有利于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些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会从创新思维的角度诠释“跨学科”，

在指导青少年实施 STEM 项目时，有意识地训练他们的“综

合思维”，从多学科角度，综合思考各自与所需解决“问题”

的关联之处，提出视角更为全面的具有新颖性的解决方案。当

然，在实施 STEM 项目时，除了综合思维，亦需要培养青少

年应用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类比思维、想象、直觉等多种创

新思维形式。

科学教师、科技辅导员可对自身在科技教育实践中与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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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新思维培养相关的实践研究（对照实验、调查和个案研究）

成果进行分析和提炼，形成科学教育与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

典型案例或是基于实证数据提出的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的相

关策略，进而撰写形成具有实证性的论文。总之，基于在科学

教育领域中进行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方面的实践探索，分析总

结出有益于科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益于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成长的新思路、新经验和新规律。

（翟立原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理论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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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7 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论文征集活动

论文 登记 表
作者姓名 年龄 最高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地址 （邮编 ）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会员状况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会员

编号 会籍有效期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会员

编号 会籍有效期

□非会员

摘

要

（字数 300—500 字，可另页书写）



10

附件 3

第 27 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论文征集活动推荐论文统计表（单位填写）

填报单位（盖章）：

编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工作单位（邮编）
是否中国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协会会员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每页 10篇，可复印）

报送论文总数： 会员论文数：
评审费交纳单位名称（以此名称开具发票）：
评审费交纳单位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评审费金额： 元
评审费发票邮寄地址： 邮编：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