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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ouble 10000 plan” of first-class courses in China’s colleges are carried out. Many of these courses ar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cours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se	“online	cours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y,	expert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oft environment” required by college teachers to transform “online courses” 
into popular science works, explore the “real skills” required by teachers in the above transformation and how to carry out “real 
skills” trai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quickly creating high-quality popular science videos. This paper can innovate the 
wa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reatio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resources of “online courses”, open up a new channel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re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enhanc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ducts, and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Guangzhou, China to carry out glob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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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高校正开展一流课程“双万计划”。这些课程很多是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论文聚焦这些“线上课程”，
拟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探明高校教师将“线上课程”转化为科普作品所需的“软环
境”，探明上述转化中教师需要的“硬技能”以及如何进行“硬技能”培训，以实现快速创作优质科普视频的目的。论文
可以创新科普创作方式，提高“线上课程”公共资源利用率，打通高校教师科普创作新通道，增强科普产品有效供给，为
中国广州市开展全域科普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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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

为应对新形势，中国大力发展“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这些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才的成长根植于全民的科学素

养，而科学素养的提升则依赖于有效的科技传播与普及。

在其他国家，不少地方的科学普及（以下简称“科普”）

已经成为政府和单位的自觉行为，方式已从传统的公众理解

走向大众参与新阶段 [1]。“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被美国列为

“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社会”的五大“国

家目标”之一 [2]。在欧洲，受到英、德、法等科学大国影响，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也重视并开展了大量科普项目 [3]。

在中国，科技创新与科普已被视作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 [4]。早在 2002 年，全国人大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普及法》[5]，以“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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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5 年 8 月 26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代会通过《广州

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社会进步”[6]。

2021 年 5 月 26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广

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

宏观看，各级政府对科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科普

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而高等学校——作为人才、设备、

场馆的聚集地，也应不断挖掘潜力，自觉投身国家科普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 14 条就指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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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广东省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第 43 条提出 [7]：“鼓励科技工作者、教师、

医疗卫生人员、媒体工作者等发挥自身专业和技术特长，参

与各类科普活动。”《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第 13 条

规定 [6]：“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科普类社会组织应当将科

普工作纳入各自的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考核体系……”

可见，高等学校一直都是政府重视和引导的科普主力

军。在此背景下，高等学校的人才、设备、场馆资源已经在

科普方向得到一定挖掘。然而，高等学校的课程资源——尤

其是大量“线上课程”资源，常常被忽视。

事实上，目前高校建设了大量线上课程。早在 2018 年，

教育部就提出一流课程“双万计划”（“金课建设”计划），

拟在 2019—2021 年，建设 10000 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和

10000 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这些课程大多是基于信息技术

的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8]。

能否将高校“双万”课程——尤其是其中的“线上课程”，

通过政策引导、授课教师培训、教师二次剪辑制作，批量转

化为优质的科普视频？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研究意义

2.1�二次利用高校课程
国家一流课程“双万计划”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些课程尤其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课

程，为中国课程质量、教学质量提升，作出了卓越贡献。然

而作为一种丰富、优质的公共资源，如果可以对其二次利用，

将服务领域由高等教育延伸到社会科普，既能提高公共资源

的利用率，又能扩大资源的受益面。

2.2�丰富科普作品资源
将高校课程转化为科普作品，对课程资源二次利用的

同时，又会充实现有科普作品。因为高校“线上课程”专业多、

门类广、数量大，内容又是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优质内容，

一旦实现成功转化，必将创造相应的多领域、多专业的优质

科普作品。

2.3�创新科普创作方式
高校教师是科普创作的最佳群体之一，但是，他们承

担着很大的科研考核压力与教学任务，很难投入大块时间直

接创作。而本研究所提的教师在现有“线上课程”基础上的

科普创作，无需重新录制视频，节省了大量素材拍摄时间，

创作强度大幅降低，可行性显著提高。

此外，高校“线上课程”的科普转化，还可以为其他

视频资源的科普转化，提供思路启发及方法借鉴。

3�研究现状

政府和高校管理部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

靠思想动员、道德感召、荣誉奖励等精神方式来激励高校教

师参与科普活动，但整体看效果不佳。对重庆大学教师群体

的调查发现，教师普遍认为高校科普管理和激励存在不足 [9]。

对于科普工作中的阻力，河南大学的教师群体认为应该出台

更多鼓励政策，同时辅以“科普市场化”来解决 [10]。职称

问题一直是困扰高校科普工作者的“心病”，通过职称改革

可以起到一定激励作用，2019 年，北京市率先开展科学传

播专业职称评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1]。可见，探索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高校教师

从事科普。

除了激励措施，课程建设在科普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受

到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开设了不少科普相关课程，这些课

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普技能培训课程，据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教授 Dunwoody 统计，全美国有 50 家以上的大学提

供科技传播课程，荷兰共有 13 所大学，其中 8 所开设了科

普写作或含有科普写作内容的新闻写作课 [12]。瑞典隆德大

学对生物学本科学生开设科普写作课，以提高科学素养和科

学写作技能 [13]。中东一些国家对非英语母语的理工科研究

生开设写作课，来提高学生科普写作技能 [14]。中国方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为本科生开设《生物科普创作》课程，训

练师范生的科普写作技能 [15]。中国香港将科普写作引入大

二理科生的专业英语课，以训练学生科普体裁写作技能 [16]。

另一类是将课程内容部分科普化，以吸引更多学生或

激发学习兴趣。比如，黄微结等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面向

非化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生活中的化学》科普公选课，为非

化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了解化学的机会 [17]。刘云新等研究在

大学物理实验讲解中引入科普知识，对实验原理及操作进行

形象化描述，吸引学生的专注力 [18]。张洁探讨了在生物学

教学中使用科普语言及技巧，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19]。

上述两类课程在科普人才培养及科学知识传播方面均

取得一定成就。但是，这两类课程一是数量较少，属于少数

老师的局部教学改革；二是服务对象仍然是大学生群体，而

不是本研究关注的科普的主要对象——中小学生及相关社

会群体。整体看，真正聚焦高校海量课程资源，探讨高校课

程如何快速转成科普作品，以服务中小学生、农民等更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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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研究，国际上均未见报道。

综上，本研究基于科普创作现状及激励机制，探索在

不显著增加教师工作量的前提下，如何将高校海量的“线上

课程”二次开发，快速创作大量优质的科普视频。本研究可

以创新科普创作方式，打通高校教师科普创作新通道，增强

科普产品有效供给，为广州市开展全域科普、引领全国科普

理念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

通过文献研究法，在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中外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提取相关理论、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基础，在

此基础上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技术方案制定前、后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象为广州

市代表性高校的师生和科普对象（中小学生、社会人士等），

分别为方案的制定、完善提供数据支撑。

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在高校课程（或类似内容）向

科普方向转化的成功案例 3~5 个，分析转化方法，归纳转

化规律，总结成功经验。

采用专家访谈法。通过邮件、面对面谈话等方式与从

事科普工作的专家学者、高校教师等进行交流，从不同角度

切实了解高校教师将“线上课程”转化为科普作品方面所存

在的困难及顾虑，听取并整理他们对解决该问题的想法和思

路。研究如何对教师基于“线上课程”生产的科普视频进行

考评，如何基于考评结果进行二次激励，为“线上课程”向

科普视频源源不断地转化，提供保障机制。

综上，本研究聚焦高校“线上课程”，探明高校教师将“线

上课程”转化为科普作品所需的“软环境”（激励政策等）、“硬

技能”（视频剪辑等），提出将高校“线上课程”转化为科

普作品的完整技术方案，并通过调研、访谈完善研究报告，

总体框架见图 1。

5�前期总结

本课题的核心是将“线上课程”成功转化为科普作品，

前期实施取得以下经验：

①内容要“少而精”。科普的目的不是“深而广”地

讲透一门课程，而是普及科学概念、原理、方法等，进而激

发读者学习兴趣，提升其科学素养。这就注定了科普作品的

知识容量必然有限，也即“少而精”。

②形式要多样。除了最易想到的“短视频”形式，还

可考虑转化为公共选修课、科普短文、科学绘画等。本课题

让大学生当中有绘画基础的学生，绘制科学漫画来普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广东省种子条例》等农业知识，取

得了较好效果。

③读者对象要明确。科普作品要想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时刻要明确读者对象。虽然高校“在线课程”可以将对象设

定为大学生、中小学生，或具有相似基础的社会人士，但更

应关注本专业（行业）的“对口人群”。比如，本团队主要

讲授农业类课程，在科普创作时，自觉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将广大种植户作为重要的对象，在科普创作中要多使用

打比方、图示、举例等手法，使内容更加简明易懂。

满意度高？

是是

否

创作者（高校教师）、科普对象（中小学生、社会人士）

问卷调查（满意度及改进方向）

广州高校“线上课程”批量转化科普作品的方法研究

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最终方案及建议

高校

“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

授课教师

技 术 方 案 制 定

大

量

优

质

科

普

视

频

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专家访谈、问卷调查

“软环境”打造

（教师将“线上课程”转化 
为科普作品所需的激励政策、

制度）

“硬技能”培训

（上述转化中，教师需要的视
频剪辑、科普化讲解等技能）

图 1�本研究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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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语

本课题主要借助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问卷调查法、

访谈法四种方法开展，前期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已近尾声，

目前正编制相关问卷，邀约专家学者、高校教师、科普管理

人员等进行深度访谈，以期细化技术方案，深化研究结论，

最终提出广州高校“线上课程”批量转化科普作品的完整实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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