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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等院校具有科研能力强、培训人员多、实验场地专业等特点,提出了采用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

进行科普宣传模式的理念,论述了在高校进行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过程,有效地补充了以科技

馆和中小学相结合的“馆校结合”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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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进入了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转型以提高全民

素养,教育倡导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以培养不断适

应社会发展和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此
时,为弥补正式教育的不足,国家和社会将目光转向

了以科技场馆为主的非正式教育,提出了“馆校结

合”的概念,并进行了大量的中小学与科技馆教育

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等

院校除具有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功能外,还具有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此外高校的实验室和

教学资源也能为科普推广和国民素养的提升提供新

的教育理念及培养模式,能从知识的掌握、自主研究

能力的提高、内部动机的激发、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

的完成、以及应用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等方面全面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完善“馆校结合”的教育功

能.

1 国内外“馆校结合”发展现状概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国政府开始进行

教育改革,颁布了科学教育标准促使科技馆向新的

教育标准靠拢改革教育及服务项目.同一时代,英国

在小学开设科技教育课程,科技馆为小学生提供科

技启蒙课程,并列入学校教学学时,同时开设教师培

训课程.新加坡科学中心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设置多

种培训和实验活动,每年对10多万学生提供科普课

程,成为校外青少年学习的重要基地.澳大利亚墨尔

本科技馆与中小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科学实验进行学习.日本科技馆教学已经成为学

生重要的第二课堂,并设置了成体系的教学内容[2].
我国在2006年首次由国家发放了“科技馆活动

进校园”的工作通知,开启了“馆校结合”相关理论

和实践的研究历程.国内很多学者对“馆校结合”进

行了理论探讨.有些学者分析了国内外科技馆教育

与教学活动相结合的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建
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有些学者对科技馆的现有资

源进行研究,得出其可以对学生知识建构产生积极

影响的结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科技馆和学校教育

的结合促进了科技馆教学探究性的改革和提高,有
利于科技馆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科技馆与高校科

学教育专家进行项目合作,开发与中小学科学课程

有机结合的科普课程[3].在实践研究方面,当前国内

有以下几种形式的“馆校结合”教学模式:
(1)展品“专题讲解”,即以科普展品为中心的

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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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普活动,即以《科学》课程为中心的科学

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3)科学选修课,即以科学实验和展品讲解互

为辅助的科学课程建设[4].
总结国内外“馆校结合”的研究现状,可知针对

中小学与博物馆的结合较多,而与高校相关的研究

多限于对课程的开发,实践项目较少,在对于高校科

研、实验室及教学资源的利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

的研究和提高.

2 在高等院校发展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模式探索

项目体验式教学是以某一生活中的现象作为项

目研究主题,根据项目研究所需设置相应的教学情

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

行自主研究,在体验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的交流

讨论,不断地试误和反思自己的错误,对研究过程进

行合理化改进,最终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项目体验

式教学对教学环境、指导教师、教学设计都有别于传

统课程的要求.作为科技馆及中小学科普宣传的补

充,高校具有科研能力强、实验场地专业、实验设备

齐全、培训人员多等特点,因此整合高校科研、实验

室及教学资源,可以有效补充现有“馆校结合”教学

的不足.
项目体验式教学强调真实情境的设置、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包容,学生亲身参与自主研究的体验、相
互协作与自我反思的过程.项目体验式教学具有亲

历性、反思性、开放性、生成性、过程性、情感性和个

性化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学生同时完成符号认知、

逻辑思维和情感价值的三维体验,并完成从感官体

验、反思性体验到高峰体验3个层次的体验过程.
2.1 体验式科普培训环境的设置

体验式科普培训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进

行自主科学探究的环境基础[5],还要能够自然地引

导个体差异的学生进行科学体验,引导学生选择正

确的体验方法,协助学生完成体验过程,确保学生在

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并不断地完善研究成果.
因此,在设置教学环境时,采用便于学生进行小

组交流的方桌进行实验台的设置,并依据每次体验

项目的不同,在实验室内提供不同的体验用具和场

景,由投影给出不同的场景,每个实验桌放置不同的

体验工具,每个小组配有专门培训过的进行项目体

验辅导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为体验者进行方法的指

导,并确保体验证能够顺利完成体验,小组内成员可

以随时讨论交流,小组间可以通过小组汇报的形式

进行组间的交流与讨论,以便体验者不断地反思自

我,完善研究过程与结果,完满地完成项目体验过

程,教学环境及实验资源如图1所示.

图1 教学环境及实验资源

2.2 学生心理环境的组织

体验者的情感、态度、个性等一直伴随着整个体

验的过程,因此,必须引导学生营造出恰当的心理环

境,才能有效地保证体验者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地参

与到体验过程中.教师和辅导者要积极引导体验者

具有顽强、包容、平和、安全、民主和友善的心理状

态,才能保证体验者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认真地与人

交流和反思、不断地进行试误、纠错与完善,从而完

成项目体验.因此,面对不同的项目课题和受众群

体,会改变环境的设置以促进学生心理环境的组织.
例如,在研究生活中的静电项目体验式活动中,将桌

子围城圆形,便于学生体验和观察实验现象,进行讨

论和自主研究,生活中体验科普培训活动如图2所

示.

图2 生活中的静电项目体验科普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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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的设置

课程的设置主要依据STEM 教育理念作为课

程设置的核心思想,选择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和问题

作为项目的研究主题,将新科技融入到项目的设计

中,让体验者能够在学习综合的应用所学知识解决

身边问题的同时,感受新科技对生活的促进和影响.
课程的设置首先确定的是研究项目的主要内

容,分析和总结项目涉及的知识与技能,确定教学目

标,选择合适的项目体验所需实验器材,设计教学过

程和教学情境,进行课程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学

生学习进行评价,反思教学,进行完善,课程设置流

程如图3所示.

图3 课程设置流程图

(1)项目的选择.在项目的选择中要综合地选

择知识内容,确定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找到知识

在生活中的应用,以此为题进行项目的设计.
(2)项目的设计.根据所选的项目,选择真实的

生活情境进行实验室场景的设置,让学生能够身临

其境地感受项目蕴含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实验体验

工具,包括生活中实例的展示,自制实验器材的设

计,以及体验新科技的3D打印机,VR,AR技术等,

以便让学生能够亲自动手完成实验项目的体验.根据

建构主义理论,设计阶梯式的问题引导学生浸入体验

过程,不断地对体验内容进行探究、感悟与反思.
(3)项目体验式教学效果的评价.采用过程性

+结果性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项目体验的过程中,

学生在项目的完成过程中回答项目中的问题,书写

项目完成报告,完成自我学习过程的评价,在项目完

成后,进行汇报交流,完成结果性评价.

2.4 课程的实施和评价

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课程的实施过程,需要在

真实而平等的教学环境中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的研

究,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根据项目中阶梯式的

问题设置,完成项目体验过程,如图4所示.在自主

研究及与其他人相互协作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完

成自我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学习,在真实情境的体

验中激发内部学习动机[6],在项目的体验中完成自

主研究能力的提高,进行自我教育,完成自我实现,

最终完成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能力

的培养,体验科普培训的实施过程如图4所示.

图4 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过程的实施过程

3 实证案例分析

本文的案例选取“生活中的静电现象”进行分

析说明.教学对象为初一学生,学习过《科学》课程,
对静电现象有一些了解,具备具有目的性、持久性和

精确性的观察能力、初步的逻辑推理能力等,能够简

单地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并概括出研究结论.因
此,选取以实验探究为主的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模

式进行课程设置.
教学资源:视频、手摇起电机、范式起电机、橡胶

棒、玻璃棒、毛皮、丝绸、尖端放电演示仪、静电除尘

演示仪、静电植绒演示仪、静电屏蔽演示仪.
教学设计与实施如下.
第一阶段:创设情境

教师请学生列举生活中静电现象的实际例子,
并播放相关的视频,视频内容包括避雷针、静电风、
火电厂的静电除尘系统、静电植绒等视频内容.同时

请学生参与静电屏蔽实验,感受人被关在静电屏蔽

笼中时,即使笼子外面布满了电,里面的同学也不会

又触电的实验现象,通过笼子与导电棒之间产生的

电火花,增加学生视觉的震撼效果,再体验怒发冲冠

的实验过程,感受毛发直立的惊喜,最后用塑料尺摩

擦头发去感受生活中的静电现象,感受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静电现象.在视觉和感知觉的作用下,学
生的研究兴趣被激发,提出了本次活动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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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是如何产生的,并积极主动地开始进行项

目体验.
第二阶段:项目体验

学生每5人分成一组,进行项目体验.结合教师

为大家准备的实验器材和相关文字资料,设计研究

方案,并进行组内分工.经过资料搜集、实验器材分

析、小组内讨论、与教师、辅导员的讨论后,草拟出研

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组间汇报交流,互相寻找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
确定研究方案和方法后,进行实验探究,观察与

记录实验现象,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总结出实验

结论.进行结果分析汇报,发现问题,重新实践探究,
再次总结结论,书写研究报告,进行小组总结汇报.

第三阶段:项目评价

教师和辅导员对学生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评

价,完成对“静电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的解答,完善

学生观察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与人协作等能力的发

展.最后通过演示避雷针、静电滚筒、静电风吹蜡烛、
静电除尘、静电植绒等实验加深学生对知识本质的

理解.

4 小结

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在

项目探究活动中感知、领悟、学习、反思和创新,包容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在相应的情境中,不仅亲身

经历了知识探究和形成的过程,完善了知识体系,建
构了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此过程

中获得了情感的提升,平衡了科学知识与实际生活

的关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发展.而高等院校

具备进行项目体验式科普培训的科研能力、人力及

场地,是科技馆和中小学的有效补充,完善了“馆校

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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