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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各相关单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对我院科普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近

年来,尤其是“率先行动冶计划实施以来,科普工作在树立我院社会形象、宣传我院创
新成果和培养青少年创新人才等方面的基础和先导作用日益凸显,科普工作体系逐渐

形成,“科普工作国家队冶的地位日益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研究生既是开展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参加者、践行者。 为

充分激励全院研究生群体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其科学知识功底丰
富、创造力活跃和新时代话语体系通俗的优势,我院拟在院内试行设立科普活动实践

课并实行学分制。
一、科普实践课程类别。 课程设置为人文类公共选修课并实行首席教师负责制。

在课程教师的指导下,研究生自主设计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
二、科普实践课程内容重点。 课程内容应围绕我院中心任务,结合重大社会热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

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热爱科学。
三、科普实践课程形式
1. 开发和实施科学教育类课程。 在首席教师的指导下,每 3-5 名学生组成一个

团队,结合自己的专业或兴趣爱好,开发完成一门针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类课程,并
完成 20 个课时的中小学教学任务。 该类课程为 3 个学分。

2. 开展科普创作,组织科普活动。 在首席教师的指导下,利用 40 个课时左右的时
间,撰写原创性科普文章,开发科普视频,组织系列科普讲座;选课的研究生需完成 4
篇能够达到发表水平的原创科普文章,或制作 2 部 3-5 分钟的科普微视频,或组织 5
次公开的科普讲座。 该类课程为 2 个学分。

3. 参与科普志愿服务。 积极参与国家和我院科普活动志愿服务达 40 小时,包括
但不限于“公众科学日冶、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全国科普日、求真科学营等。 该类课程

为 1 个学分。
四、组织实施机构。 科普实践课程由分管科学传播的校领导或所领导牵头,院属

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务部、科研部、学生处、研究生院等有关部门联合组织实施。
五、考核方式。 院属单位按年度上报科普活动实践课的课程计划和开设情况,包

括选课人数,学分设置,科普活动内容等。 本课程的实施情况计入各单位科普工作绩

效考核。
六、联席会议制度。 科学传播局、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及分院、各院属机构研究生培养机构定期交流课程开设和实施情况并动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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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七、其他。 各有关单位可参照该通知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相关方案。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摇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
201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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