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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由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协等单位共同发起

活动主办单位现在为：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五个部门

省级组织力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文明办、团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教育局、发展改革委、文明办、团委





性质：普适性科普活动（区别于竞赛活动，注重普及性和覆盖面）

对象：中小学生（主要适合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

内容：科学调查、科学体验

目标：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探究能力



三 、活动内容

• 先了解主办方开发了哪些活动资源
• 学生如何围绕活动资源开展活动
• 老师如何进行指导



主办单位开发的活动资源：

学生用：活动指南

资源包

教师用：教师指导手册

慕课



活动指南：

围绕“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安全健康”“创新创意”四个领域，每

个领域下开发若干推荐活动，供学校和青少年自主选择参加

每个推荐活动开发有《活动指南》作为指导。



活动官网：http://www.scienceday.org.cn/



《活动指南》

• 截止2019
年开发了
19个活动
指南，供
学生自主
选择使用

• 以后每年
还会不断
开发新的
活动指南
添加到资
源库中来



资源包

• 资源包是一些小制
作小实验，主要用
于拓展活动环节

• 开发资源包的目的
是供学生动手操作
，在动手操作中来
探究和理解科学

• 主办单位每年都进
行了资源包开发。
2019年开发的资源
包里有7个小器材

• 资源包内容的电子
版挂在官网供下载
。每年还会制作一
批实物资源包，配
发给部分活动实施
学校



《教师指导手册》

• 2018年修
订版

• 供科技教
师指导学
生活动时
使用

• 在教师反
馈意见基
础上，今
后还会进
一步修订





测测你的抗谣性活动

学
生
活
动
内
容

知识学习

拓展活动

科学体验

科学调查

根据所选活动指南，围绕相关思考问题，学生自主
查阅资料进行学习。目的：获取基本背景知识

知识学习

知识学习

根据活动指南设计的调查内容，开展调查、记录数
据、分析数据、形成调查报告。目的：了解基本的
科学调查方法、了解所调查问题的基本知识

根据活动指南中设计的实验，或在教师指导下自主
设计相关实验，动手操作。 目的：在动手操作
中体验科学

依托活动资源包或自行设计开发相关实践活动，或
组织参观研学、交流分享等实践活动。目的：进一
步提高科学兴趣、科学探究能力、实践能力。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活动官网上自主选择活动，根据活动指南来开展。





测测你的抗谣性活动

教
师
活
动

教师指导手册

文章发表

提交科技活动
实践报告

慕课

从活动官网下载

知识学习

知识学习

从活动官网参与慕课，深入了解活动内容。本年度
4-5月开设两期慕课。发放结业证书。在慕课中表
现突出者，将给予优先机会参与全国骨干教师培训
、参与夏令营、获得实物资源包

依据《教师指导手册》和慕课内容，围绕所选活动
指南，指导学生开展活动。上报《科技活动实践报
告》者可参与评优活动

获得全国优秀教师作品奖的，作品将有汇编成册甚
至出版机会，特别优秀的作品将推荐到杂志发表



《2018年青

少年科学调
查体验活动
教师优秀作
品汇编》已
交出版社，
正在走出版
程序

右图：

我们请了专家指
导教师修改获奖
作品，并推荐发
表在《中国科技
教育》杂志上





《中国科协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 关于开展2019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通知》科协发青字〔2019〕16号



活动注册 活动开展 成果提交 展示交流活
动
实
施
步
骤

4月-5月

中小学校在活动官
网注册为“活动实
施学校”，获得参
加活动资格

5月-9月

5月举办全国首发式
暨骨干教师培训班
5-9月辅导老师从官
网选择一个或数个活
动，按照要求组织学
生开展活动
7-8月主题夏令营

9月30日前

学生：提交调查表和
实验报告
老师：提交科技实践
活动报告
学校与省级组织单位
：提交新闻稿、总结

10月-11月

10月上旬：组织省级展示交
流活动，10月15日前各省推
荐部分学生作品、教师作品
、实施学校参与全国展示交
流活动
11月上旬：组织全国展示交
流活动，评出优秀教师作品
、优秀学生作品、优秀实施
学校、优秀活动组织单位

学生提交《调查表》《实验报告》 ——考察的是学生在活动中的参与度、能动性、形成的成果

教师提交《科技实践活动报告》—— 考察的是教师教育理念、指导水平、形成的成果

学校提交《活动总结》和新闻稿件——考察的是学校组织领导活动的情况、活动的效果





• 2017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

• 2019年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关于征集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函》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开发的系列《活动指南》为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提供了可参考的资源。
各学校参考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指南，在本活动
中形成的丰富资源，可向教育部进行申报。

•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被教育部列入了2019年度
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全国性活动名单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覆盖面
、受益面都会进一步扩大





有待思考的问题：

辅导教师需思考的问题：到底提交什么样的成果报告？

优秀活动实施学校评价内容

• 师生作品提交情况
• 宣传工作
• 重大活动
• 活动总结

优秀学生作品评价内容

报告内容：
• 活动切合主题

• 内容充实：报告包括基本情况
、收获体会、创意

• 数据真实
• 收获体会深刻真挚、丰富具体

• 创意设计科学新颖：想象力丰
富，启发性和创造性强

语言表达：

• 见解新颖、构思新巧、推理想
象有独到之处

• 结构严谨、衔接紧凑、前后一
致、段落划分恰当

• 语言流畅、句意准确连贯、句
式选择得当

优秀教师作品评价内容



有待思考的问题：

辅导教师需思考的问题：辅导教师到底提交什么样的科技实践活动报告？

• 是否参照指南但不唯指南

活动指南是基本参考，但辅导教师应利用自身经验和身边资源，做出自己的本土特色

• 是否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指导性

作为辅导教师，具体是如何“指导”学生开展活动的？是如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

• 是否关注了学生的思维过程

科学思维的培养是本活动的重要任务，作为辅导教师要从活动细节中体现出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和关注

• 是否了解学生的收获

了解学生开展本活动后，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

• 对活动本身的思考

能对活动进行深入思考，能总结自己的活动经验，能就活动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向主办方提出可行性建议

• 提交的报告有自己的亮点

撰写报告时，要思考自己的报告有什么亮点？有什么区别于其他教师报告的特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