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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广东科学教育,深入剖析其在“双减”背景下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通过

研究广东科学教育机制政策、人才队伍、经费投入等方面,发现目前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面临工作体

系不完善、经费渠道单一等挑战。为此,建议从加强课后服务、整合实践活动、提升师资力量、规范教

培行业以及统筹协同各方资源等方面入手,推动广东科学教育发展,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助力教育强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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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science education in Guangdong, deeply analyzing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proposing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policies, talent teams, and funding inves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Guangdong,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such as an imperfect 

working system and a single funding channel.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tart with strengthening after-school 

services, integrat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faculty, regulat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y, and coordinating resources from all part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Guangdong,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young peopl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al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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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背景下,科学

教育成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关键环节。总书记强调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这对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和探

求欲,培育未来科研人才意义重大。广东作为经济和教育大省,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科学教育领域不断探索实践,但也面临诸

多问题。深入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对推动广东科学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广东省科学教育的现状与基础 

1.1机制政策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科学教育发

展。2021-2023年期间,国家相继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广东省积极落

实,2021年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2021-2025年)》,2023年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

育工作的实践措施》。这些政策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科学教育政策

体系,推动广东形成多样化科学教育实践特色。如深圳构建中小

学科学教育体系,东莞推进“三个全覆盖”,广州天河区成立“新

型科普合作联盟”,佛山南海区打造科学实验基地等。同时,广

东建立了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人才贯通培养、科教

资源共享、科学教育多样化等机制,为科学教育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1.2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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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教育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23年底,全省有

超21万名中小学科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约占92%,硕士及以上

学位占比达16%,在珠三角重点高中该比例更高,且粤东、粤西等

地教师数量也显著增加。2023年,全省新增1个科学教育本科专

业布点,支持师范院校加大培养力度,并通过“新强师工程”开

展分层分类培训,建立多个教研基地提升教师素质。此外,广东

省高校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学教育,2023年科研人员超2万人,

他们参与课程开发与教学方法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同时,

在教育资源储备方面,广东省不断推进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

验区、实验校的建设,筹备设立指导中心,加大实验室建设投入,

丰富课后科学教育活动,2023年参与课后科学教育活动的学生

超120万人次。 

1.3经费投入 

广东省对科学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在科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方面,强度不断提升,经费投入稳定增加,用于开展科学试

验和科普活动。2022年,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总投入达6190.20亿

元,占全国的10.09%,且对STEM教育支持力度加大,如东莞投入

资金实现公办中小学校科学类探索实验室全覆盖。在学前教育

阶段,也有专项经费支持科学保教和特殊教育融合发展。同时,

各地积极落实“双减”工作的资金保障,如珠海安排课后托管专

项经费,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1.4基础设施 

广东省积极推进科学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部启动相关

建设项目后,广东3市1区26校入选,且筹备设立省级指导中心,

努力实现公办中小学校科学类探索实验室全覆盖。同时,深化科

普教育阵地建设,广东有53个单位入选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还有众多省级和地方科

普教育基地。这些基地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对接学校课后服务需

求,如珠海、东莞、佛山等地利用社会资源丰富课后服务形式与

内容。 

1.5资源开发 

广东省在科学教育资源开发方面不断发力。学校充分发挥

课堂主阵地作用,开齐开足科学类课程,推进数字教育,整合课

程资源,加强与校外资源衔接。各地积极整合区域科技资源,如

东莞发布实施方案打造特色科普研学。同时,通过举办各类科普

赛事,如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并

加强与港澳地区在STEM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大湾区科学资

源共享。 

1.6活动开展 

广东省科学教育活动丰富多样。在“双减”背景下,广东省

大力推动科学竞赛,2022-2025学年全省性竞赛活动中,科学竞

赛占比85.2%,涵盖多学科。近年来,广东省组织的中小学生科研

项目与实践活动大大增多,参与人数众多,形式也更为多样。在

开展传统校级科技节活动的基础上,广东省进一步举办了不少

市级省级科研活动。 

1.7评价机制 

广东省逐步完善科学教育评价机制。围绕“双减”工作,

广东省从健全课程实施质量监测体系、深化素养导向的学业评

价体系、探索教师教学能力的增值性评价三方面入手。省教育

厅印发相关方案,启动课程教学改革行动,科协等部门开展科普

教育基地考核。各地市也积极响应,如广州、珠海等地逐步将科

学教育活动纳入学生评价体系,提升科学教育质量。 

1.8区域合作 

广东省在科学教育区域合作方面成果显著。推动地市间合

作,举办跨区域交流活动,如广佛肇中小学科技创新挑战赛。加

强与港澳地区合作,开展深港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动,举办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等。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

合作,实施科学素质国际交流与合作工程,提升广东科学教育的

国际影响力。 

2 广东省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1工作体系有待加强 

广东省各地市教育部门同科协等组织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

成,双方缺乏紧密联系。且教育部门对科技科普资源利用不足,

开发资源仅体现在每学期一次的研学活动。从社会层面看,科学

教育的价值没有得到学校和家长的充分重视认可。部分学校和

家长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存在应付科学学习的现象,不主动参

与科学活动,未能达成统一思想,导致科学教育工作中面临诸

多问题。 

2.2经费投入渠道单一 

广东省各地市科学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单一。经费主要来源

于政府拨款,缺少如自筹资金、社会捐赠、市场运作等其他渠道。

据调查,政府拨款经费超半数用于科学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而

科学活动缺少财力支持。同时,财政补贴和服务性收费难以支撑

学校长期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加上校内外服务人员没有明确

的补助标准,难以对接社会公益性资源,市场化研学活动尚未成

熟等问题,工作开展存在难题。 

2.3人才队伍有待整改 

在科学人才队伍的选拔培育上,教育部门缺乏相关机制和

有效的人才激励政策,未能形成“校内+校外”双向联动的高效

工作机制。同时,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部分学校科学类教师在

开展科学教育工作时动力不足、储备不够,主要体现在资源了解

有限、时间精力投入不足等方面,人才潜力等待挖掘。 

2.4活动开展创新不足 

部分学校科学教育活动形式呆板,吸引力不足,没有充分利

用现代传播方式和新媒体渠道,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而校

外科学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科技馆等地,展览形式单一,师生参

观存在“走马观花”的问题,教育引导功能有限。部分地市对科

学教育活动场地开发不充分,如科研院所和高校实验室开放不

足,上述种种本质皆为缺乏创新和互动体验,尚未形成强大的科

技吸引力。 

2.5资源开发亟待整合 

广东省科学教育资源整合面临系统性挑战。作为全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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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地,广东资源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空间布局上,区域

资源配置呈现显著失衡,未形成辐射型教育网络。机制层面存在

跨部门协作梗阻(难题),教育科技、文旅系统缺乏常态化协调机

制；研学课程中,仅37%科技场馆与学校建立稳定合作。传播体

系面临数字化转型滞后困境,与经济体量错配。 

2.6评价机制尚未健全 

广东省个别地市已开始探索科学教育评价机制,但仍处于

个体“点状”研究阶段,缺乏标准化指标体系。如全省尚未建立

涵盖课程实施、师资培养、资源利用等6大核心维度的评价标准,

仅32%的试点校采用量化评估工具。此外,缺乏全域化覆盖网络

和动态化监测机制,89%的学校仍采用年度总结式评价,与上海、

江苏等地的过程性数据采集平台相比,数字化监测端口缺失率

达73%,难以全面有效推动科学教育发展。 

3 广东省科学教育加法的对策与建议 

3.1衔接供需,加强课后服务 

各地市学校可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引进优秀科学教育人

才和机构。科协和教育局应遴选推荐科学家、科技人才等担任

科技辅导员,同时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合作机构参与课后

服务。具体措施包括：邀请科学教育专家进校园,提升学校科学

教育水平；引入科学教育资源进校园,研发课程资源包,丰富校

内科学教育形式；通过馆校对接开展特色科普活动,支持流动科

技馆巡展,鼓励学校举办科技节等活动。 

3.2共享整合,加强实践活动 

各地市学校采用“走出去”的方式,组织学生到科学教育场

所和科普教育基地实践。科普场所需保障学校课后服务需求,

开发精品课程并安排专人讲解。具体举措如下：组织学生进馆

开展科学实践,或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园区和企业,接触学习前沿

技术；编制“科普地图”,方便学校后续开展校内科学教育活动；

企业内开发研究性学习课程,招募学生志愿者,同时打造高水平

科技竞赛,深化与部门和学校的合作,评选创新奖项,培养科学

教育后备人才。 

3.3蓄势赋能,加强师资提升 

开展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培训,创新培训方式,依托科普

场馆和基地设计培训课程,提升教师科学素养和教学水平。具体

做法包括：组织科学教师培训,开展“培师工程”,举办论坛和

培训活动,推动科学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开展教师专业水

平认证,发挥专家服务团优势；创建科学教育教师研修基地,推

动研究院建设,整合资源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支持教师参

与科技创新和职称评定。 

3.4引导整治,加强教培规范 

加强科学素质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管理研究,研制专业标

准和工作指南,引导机构提高管理和专业能力,共同整治“伪科

学”培训活动。各地市教育局和科协应联合开展研究,设置课题,

研制相关标准,开展动态监管维度,搭建省级数字化监管平台,

建立课程内容动态监测体系。协同育人维度,建立科教场馆-学

校-培训机构三方认证机制,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和科教论坛活动,

构建科学教育校外生态闭环。 

3.5统筹协同,加强提质增效 

明确科协、教育局等部门责任,建立工作专班,加强沟通协

调,形成协同推进的长效机制。破解部门联动松散、考核激励不

足等核心症结,形成科学教育治理新范式。具体来说,制定工作

方案,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双减”工作落实；建立日常联系机制,

评选优秀案例和精品课程,开展人才评价；完善评价机制,明确

学生、学校、科普基地和资源单位的责任和评价标准,将评估结

果与考核挂钩；开展课题研究,为规范校外培训建言献策,举办

论坛提升机构管理水平；宣传理论与实践成果,利用媒体宣传,

支持期刊转型,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 

4 结语 

在教育“双减”背景下,广东省科学教育虽已取得一定成绩,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加强课后服务、实践活动、师资提升、

教培规范以及统筹协同等对策的实施,期望解决现存部分问题,

推动广东省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不仅能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养,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也将助力广东省在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科学教育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良性互动。未来,还需持续关注科学教育发展动态,不断完

善政策措施,以适应时代发展对科学教育的新要求。 

[课题项目] 

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2024年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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