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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依托科技资源开展科普教育是高校服务社会、培养创新人才、提升全民科学

素养的创新举措。高校开展科普教育具备显著优势，以华北电力大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为例，

分析了高校挖掘科技资源开展科普教育的实践探索，为高等学校科普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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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posi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ying on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to carry out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s an innovative measure to serve the 
society,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he whole people. Uni-
versities to carry out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Taking the Robot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ase in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min-
ing in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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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1]。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

精神的社会教育活动，是激发创新活力、培养创新人才、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性工程[2] [3]。高校作

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科技资源丰富且开放共享，具有独具特色的资源体系，开展科普教育

工作具有突出的优势[3] [4]。《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

当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高等院校应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开展科普活动，

鼓励其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普宣传”[5]。因此，高校不仅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更承

担着提供科普教育、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2. 高校开展科普教育的优势 

2.1. 高校具有高质量的基地资源优势 

当期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实验室、实践基地、图书馆、展览馆等科研、教学场

馆的建设，借助“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等实验室设备建设类项目，更新购置先进仪器

设备，搭建高水平实践平台，为高校开展科普教育提供稳定的硬件保障。 

2.2. 高校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高校是人才的汇集地，既有长期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的高级职称人才，为科普教育提供专业化指导、

权威性保障，能够在教育中激发科普对象的创新活力，还有一支积极向上、富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实践

能力强的大学生科普队伍，为高校科普服务提供专业化的队伍保障。 

2.3. 高校具有多学科交叉优势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四新”人才的新趋势，高校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队伍建设、

组织保障等多方位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交叉学科基础，在科研和教育中，能够打破

专业壁垒，获得突破性科技发现和发明，成为高校开展科普教育的重要基础。 

3. 当前高校科普服务存在的问题 

3.1. 科普资源共享程度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高校利用科技资源参与科普教育的机会有限，科技资源主要面向校内师生，服务于大学

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学科竞赛调试、教师科研项目、校内科普教育、校内学生实习实践等，资源共享

开放程度较低。技术领先的大型仪器设备一般仅在对外交流、接待来访时进行展示，缺乏与社会的有效

对接[6] [7]，科技资源科普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高校科普资源的共享性和开放程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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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普队伍专业化程度较低 

当前高校科普工作队伍由教师为主的科研力量和学生为主的志愿力量组成，但科普队伍的素质参差

不齐成为针对性科普、差异化科普的重要因素。专业化科普队伍虽然具备较高的权威性，但科普意识不

强，存在“重科研轻科普”的现象[7]。以学生为主的志愿科普力量具备亲和力和活力，但因学业、学制

等原因，学生科普力量传承性、稳定性较差。这导致高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开展对外科普教育，尤其

是在面向中小学学生科普活动中，科普队伍和科普对象之间需要“磨合”，不能快速高效地开展科普活动。 

3.3. 科普产品来源较为单一 

当前，高校提供的科普产品主要来源于师生科技创新作品，包括学生参加科技竞赛的优秀作品及教

师科研成果转化产品，科普产品种类多样、数量客观，但是来源较为单一，缺乏校外科普产品的引入，

导致科普教育的对外开放性和内外互动性不强。未能将学生参与完成的科创作品或由企业参与制作的科

研产品等纳入科普教育中。科普教育缺乏交流感和互动性，科普内容无法激发科普对象的兴趣。 

3.4. 线上科普资源缺乏 

线上科普资源的多样性、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普教育的成效。当前的线上科普资源可以满足

高校学生的科普需求，但由于科普对象的知识程度不同、科普需求差异，线上科普教育资源总量相对不

足、结构相对不够合理，导致当前科普方式内容缺乏针对性、科普方式缺乏灵活性。就科普教育平台而

言，目前高校开展线上科普教育主要依托微信公众号和微课、慕课，缺乏系统的、专业的科普平台，未

能有效实现科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功能。 

4. 华北电力大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的探索与实践 

华北电力大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依托工程训练与创新创业教育中心的机器人创新实践基地、

机械创新实践基地、智能车创新实践基地、3D 打印实践基地、智能制造实践基地等多个实践基地，面向

本校学生、社会各团体和中小学生常态化地开展各种创新实践和科普活动，开创“全员科普，科普全民”

的科普教育新局面。 

4.1. 扩大服务对象范围，开展大众化科普教育 

4.1.1. 面向市中小学生，组织科普研学活动 
青少年科学素质水平决定国家未来的科技创新能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重点面向中小学，

把青少年科学普及作为深入推进科普教育网络化的重要关键，通过组织“小朋友大课堂”、“‘体验创

新，触碰未来’科创实践活动”等科普研学活动，促进青少年了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科学方法，

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 

4.1.2. 面向偏远地区中小学生，开设“创智云课堂” 
为了让偏远地区中小学生感受到科技魅力，享受优质的科普资源，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开设

“创智云课堂”。科普基地始终坚持依托场馆阵地资源以及线上科普教育资源，助力新疆乌鲁木齐市达

坂城区等偏远地区中小学实施科普教育。“创智云课堂”实现了科普资源进乡村、进校园，打通了科学

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开阔了偏远地区学生们的科学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科学素养，让偏远地区的青少年

在同一片蓝天下感受科技的魅力。 

4.1.3. 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科技能力培训 
在校大学生是科普教育活动中科普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科普服务对象，因此，大学生科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73


王绚 
 

 

DOI: 10.12677/ae.2023.135473 3008 教育进展 
 

普教育是推进全民科普工作的首要环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通过科技讲座、科技培训、科技竞

赛等科普教育活动，增强科技创新意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新工科

背景下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参与科普教育活动的大学生逐渐成为科普工作队伍的一员，将所学

科技知识进行广泛传播普及。 

4.1.4. 面向社会各团体，提供定制化科普教育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深刻分析保定市相关企事业单位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深入探讨转型升

级之道。通过调研企事业单位发展需求和职工培训要求，录制机器人系列课程，助力提高生产效率、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致力搭建一个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资源平

台，为保定市不断输送高质量人才，坚持科技发展，打造品质保定。 

4.2. 提高科普产品质量，加强科普内外联动 

4.2.1. 完善科普基地“输出教育”功能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依托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可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包括舞蹈机器人、搬运机器人、仿人竞速机器人、飞行器、机器狗及

虚拟现实技术等。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持续完善科普展馆和升级科普设施，丰富科普主题，开拓特

色活动，通过“科技展览”“科技培训”“科技讲座”“科技竞赛”四类主题，开展了“小朋友大课堂”

“创智云课堂”“科创实践活动”“科普展览”“科普活动月”“科创培训课”“科创达人秀”“科技

创新赛”“成果交流展”九项活动内容，面向本校学生、社会各团体和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活

动，持续完善科普基地的“输出教育”功能。 

4.2.2. 畅通科普基地“引入教育”渠道 
科普教育需要科普基地的“输出教育”，也需要“引入教育”，实现内外联动，营造全民科普的氛

围。因此，在科普教育过程中，需要发掘科普对象转化成果。高校、企业等单位存在着大量的科技资源、

教育资源、生产资源，以及其他文化资源等，这些资源都可以转化为科普产品。因此，通过对教师、企

业等社会团体的科研成果进行一定的加工整合，使其以更加有利于公众接受的形式展示和传播，可以有

效地促进科技资源及时转化为科普产品，在展示中激发全民创新的能力，提高科普产品的质量，使更广

泛的社会公众共享科技成果。 

4.3. 拓宽科普教育渠道，搭建科普资源平台 

借助大数据技术，融合多种高新技术，积极搭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平台和科普解说系统。对每

一个科普产品录制短小精悍的科普短视频，满足快时代下公众的科普需求。利用 VR 技术，依托科普基

地的创新成果，搭建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创新展览馆，在寓教于乐中学习科普知识。整合网络科普资

源，添加到科普基地官网网站内，同时拓展网站的外链数量和质量，如外链“中国科普网”“中国科普

博览”等官方科普资源平台，进一步丰富科普资源，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科普教育网络化。 

4.4. 提高科普人员素质，打造专兼结合的科普队伍 

培养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科普队伍对于推进科普教育，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

此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科普基地建立了一支以专业科普人才为主，辅以非专业性科普人才的队伍。第一，

提高以科研人员为主的专业科普队伍素质，定期开展培训活动，提高科普人员的话术能力与专业能力的

结合，有利于科普教育以公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实现科普教育的针对性。第二，发展了以学生为主

的非专业型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科普教育俱乐部，成立科普分队，克服因学制导致的断层问题，实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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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普队伍的稳定性和传承性。 

5. 结语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具有科普教育的天然优势。高校应该秉持“科普育人”的理念，充分

挖掘科技资源，面向校内外开展科普教育实践，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不断培养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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