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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

关于对东莞市政协第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20220223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市委会：

贵会提出的《关于推动社会力量加强科普教育，提高青

少年科学素质的建议》（第 20220223 号）收悉。非常感谢您

们对我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的重视。现就提案的有关内容

回复如下：

一、 关于要增大科普教育经费的投入的问题

（一）已有工作基础

2021 年东莞市科协切实履行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职责，牵头举办各类科普主题活动，2021 年科普和

学会科技服务项目资助金额达 1739 万元，重点推动科普创

新发展，范围覆盖至各镇街（园区）、社区及学校，进一步

彰显科普工作的社会价值。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市科协计划修订完善科普专项管理办法，争取市委市政

府对扩大科普专项资金规模的支持，使科普经费投入力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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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匹配。

二、 关于教育局推动学校建立科普中心、创客中心、

创客空间，进行创客教育的问题

（一）已有工作基础

市教育局先后向市财政局申请两次专项资金，用以资助

中小学校保障科普教育硬件。2014 年-2015 年向市财政申请

1385 万元，在全市资助建立 100 所中小学创新人才培育基地

2018 年-2020 年又向市财政局申请了 1349 万元，推进全市

创客教育，共建设 97 所中小学创客空间，项目的实施，全

力赋能东莞创客教育硬实力，我市在各级科技比赛中获得突

破性成绩，2019 年东莞中学朱芸颖的项目在教育部组织的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创新潜力奖”，全省只有

三个项目获此殊荣，我市因此获得省教育厅来信表扬。

市教育局每年指导教研室、市青科协、青少年活动中心

等举办十大市级品牌科技竞赛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中国科

协、省科协与我市师生认可，现已成为我市科普教育一大名

片。这十大科普活动有：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电脑

机器人活动、中小学创客嘉年华活动、中小学航空航天模型

比赛、中小学车辆模型比赛、中小学航海模型比赛、中小学

建筑模型、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青少年科学实验体

验活动、中小学无线电测向比赛、院士校园行活动等。近三

年共举办市级及以上科技竞赛活动 56 次，组织“院士校园

行”及指导镇街（园区）竞赛活动等 21 次，吸引了全市 2880

校次 22 万人次参加。2017 年以来，我市中小学生在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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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技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中小学科技代表队共 27 次

走出东莞，在世界、全国或省级比赛中获奖 1380 余项，尤

其是在 2019 年得到省教育厅来信表扬。从 2018 年起，连续

组织了四届“院士校园行”活动，累计有 93 位院士走进东

莞近百所大中学校，开展了 91 场科普活动，线上线下累计

受众人数达 150 万人次，在我市掀起了科技教育热潮。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市教育

局正规划普通高中“双特色”学校，计划到 2025 年建成 20

所市级特色优质普通高中，其中就包括“科技特色学校”，

如科技创新、电脑机器人、航空航天模型等创客教育。

市科协在修订完善东莞市科普专项管理办法，拟加大对

青少年这一重点人群的倾斜，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引

导作用，资助面向青少年群体的专项科普活动，包括青少年

科技创新类竞赛、校园科技节活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

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青少年生理、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活动、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等，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一大

批具备科技创新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三、 关于要打通学校科普教育与科普教育基地、科技

企业、科学研究所的融合渠道，创新机制，让更多科普教育

基地、科技企业、研究所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赋能的问题

（一）已有工作基础

目前我市已有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99 个，充分发掘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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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地的育人功能，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赋能，市教育

局指引有关部门（如教研室、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学校创新

馆校合作内容，开展系列深受群众好评的活动。如“玩转科

学百校行”是由市科学技术博物馆、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的公

益科普进校园活动。活动项目包括科技课、科学秀、创意航

模、科技小制作、科普展览、科普讲座等。其中 2019 年走

进了 33 个镇街（园区）共 100 多所中小学，参加人数超过

17 万人次；2020 年因新冠疫情影响，进校园频次有所减少；

2021 年走进了 19 个镇街，开展科普活动 110 场次（学校 99

场次，社区 11 场次），受众约 6 万人次。自 2013 年开始，

由东莞中学初中部等学校与市科学馆持续 9年的探索馆校合

作，系列活动让 122 万学生受益。

截至 2022 年 5 月，我市共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科

普教育基地 150 多家，如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科学馆、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东莞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东莞市气

象科普馆等，为学校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提供了大量优质的

研学资源。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1.进一步普及与优化现有校园科普教育工作

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以

及省、市推进科普工作的规划，进一步普及与优化中小学科

普教育，包括科普教育内容、科普硬件建设、实施方式、评

价机制等。

2．用好现有市镇科普场馆，进一步引领推动“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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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引领学校组织学生就近分期分批进入各类科普教育基

地，加强场景式、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科普教育实践活

动，如东莞市溢星空生命科学中心等。也鼓励各类科普场馆、

科普教育基地利用节假日安排学生专场和家庭亲子科普教

育活动，向中小学生优惠或免费开放等等。

3.对接学校需求与企业资源，推动校企科普合作

我市有着相当规模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企业，许多企业和

企业家都愿意承担育人社会功能。拟通过调研学校与企业的

科普需求，形成有效的链接机制，推动“校企”科普合作，

落实肖书记强调的“聚焦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 ”政策。

4.加强全市科普教育基地指导和管理

目前，市科协正研究制定《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管理规

定》，加强对全市科普教育基地的指导和管理，大力拓展科

普教育基地规模，提高基地建设质量，推动特色优质科普资

源转化为研学课程，惠及更多青少年。

四、 关于市科协要加强科普教育的宣传，打造面向大

众特别是学生的科普数字云网，实现数字化科普

（一）已有工作基础

由市教育局、市科学馆、联合开展的 2019-2021 年“流

动科学馆”、“科普大篷车”等项目以“多彩的昆虫世界”“综

合科普展”“爬宠视界”“好玩的科学”四个主题为依托，举

办了包括“流动实验室”、科学表演、科技制作等一系列的

科技实践活动进校园，让学生们能够亲手操作、亲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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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走进凤岗、塘厦、东坑、松山湖等多个镇街（园区）共 63

所学校巡展，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

市科协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依托科协“东

莞 i 科普”平台，同步开通过了微博、抖音等，逐步完善科

普全媒体传播网络，定期更新推文、科普趣味小视频，向青

少年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知识。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市科协将在科普项目资助中加大科普原创视频、科普传

播运营专项，鼓励科普教育资源数字化转换，拓宽科普传播

渠道。指导东莞阳光网在知东莞 APP 开设“科普莞”栏目，

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整合，拓宽科普工作受众面及影响力。

五、关于利用社区力量推动青少年科普教育

（一）已有工作基础

以社区为阵地开展科普教育是推动青少年科普教育工

作的重要措施，市科协 2021 年认定了东莞市黄江镇长龙社

区居民委员会、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主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周屋社区居民委员会、东莞市南城街

道雅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4 个科普示范社区；2020 年认定东莞

市石排镇太和社区居委会 1 个科普示范社区；2019 年认定东

莞市清溪镇三中村村民委员会、东莞市南城街道新城社区居

民委员会 2 个科普示范社区。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鼓励居（村）委会等社会力量加强科普设施建

设，市科协以认定科普示范社区为抓手，鼓励社区围绕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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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乡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

群科学素质的提升，努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最后，再次感谢您们为我市教育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

也希望得到您们更多指导建议。

承办人姓名：邓兴文

联系电话：23126177

东莞市教育局

2022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