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壤来到北京首钢园、科
普大篷车开到校门口……9
月 17 日至 23 日，2023 年全国
科 普 日 活 动 在 全 国 各 地 开
展，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进一步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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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
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
设”。科普工作，正不断厚植
科学土壤、筑牢创新根基。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科普
处处有为、大有作为

王楠结缘航天，始于一堂
太 空 授 课 。 2013 年 6 月 20
日，航天员王亚平在航天员
聂海胜、张晓光的配合下，在
天宫一号演示失重环境下的
独特物理现象。王楠是当时
全国 6000 多万中小学生观众
中的一员。

“我永远忘不了那堂课上
的情景。”被太空探索的乐趣
吸引，王楠高考时报考了航天相关专
业，毕业后更是成了王亚平的同事。

将前沿进展娓娓道来的《科学公开
课》，揭开专业知识面纱的“科学与中
国”巡讲……近年来，缘于科普，无数青
少年走近科学、了解科学，进而热爱科
学、投身科学，科技创新的人才基础更
加坚实。

科普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
手段。公民科学素质越高，支持创新的
氛围越浓厚。在北京中关村，每年新设
立的科技型企业连续多年超过2万家，
以“中关村硬科普平台”为代表的科普
设施、科普活动深入开展，科学普及与
科技创新在这里同频共振、协同发展。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
杜兆江发起成立西安市中心医院眼健
康科技志愿服务队，一边义诊，一边普
及科学用眼知识；中国科学院发布科技
支撑“双碳”战略行动计划，“双碳”科
普成为其中重要内容；贵州省平塘县大
窝凼，依托“中国天眼”建起特色天文小
镇，热爱天文、崇尚科学的访客纷至沓
来……

2004 年，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首个全国科普
日应运而生，至今各地已累计举办活动
40多万场次。

丰富科普供给、创新传播方式，为
更多人打开科学大门

“在学校里，听课的是几十、几百
人；在网上，听众有几万甚至几十万
人。”借助互联网，海洋地质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找到了与年轻人对
话、传播海洋知识的好方法。

两年前，汪品先在网络视频平台上
开通科普账号。他的讲解妙趣横生、深
入浅出，迅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粉丝
数超过170万，最多的一期视频播放量
超过400万。

直面数字化浪潮，新时代科普信息
化深入推进，“互联网+科普”驱动传播
方式创新，让科学知识走入生活。

尽管我国科普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但对一些偏远地
方 ，科 普 资 源 仍 是“ 稀 缺
品”。如何补齐基层科普短
板？流动科普设施应运而
生。科普服务跨越山水，将
科学知识带到边远小城、工
厂社区、乡野田间。

在内蒙古自治区，科普大
篷 车 化 身“ 草 原 科 普 轻 骑
兵”，远行千里为农牧民送去
养殖技术；在云南省，农田边
的“流动技术服务站”，为果
农开展猕猴桃、大枇杷等种
植培训……从祖国北疆到西
南边陲，遍布流动科普设施
的足迹。

截至目前，流动科技馆
累计巡展约 6000 站、科普大
篷车行驶里程累计超过 5000
万公里，服务公众超 5 亿人
次，助力科普服务更均衡、更
普惠。

科普手段、方式之变，彰
显的是理念和机制之变。从
传授知识、教授方法拓展到
树立科学观念、涵养科学精
神，从“以我为主”的传授到
贴近大众的互动，新时代“以

人民为中心”的科普实践，活力十足。

深化改革、协同发力，构建全社会
共同参与科普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科普之翼”越来越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公
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城乡、区域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2022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 15%，
2035年达到25%。

推动科普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
一堆塑料瓶、两个废纸箱、几块旧木板、
两只不锈钢碗，这些日常物件摇身一变
就成了“水火箭”等科普装置。在河南
省固始县张广庙镇第一小学，每周至少
一节的科学课，让不少学生着迷。近年
来，固始县科技馆推出公益科学课，全
县所有公办小学的四年级学生，每学期
有一节科学课在这里完成。

目前，通过在中小学开设科学课
程，科学师资短板逐渐补齐，网络课程
普惠的优势更加凸显，科学教育整体水
平不断提升。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普。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近年来，我
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建设科普
场馆、设立科普基金、开展科普活动等
形式投入科普事业，多元化投入机制不
断构建。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需要一支专
兼结合、素质优良、覆盖广泛的科普
工作队伍。2021 年，全国科普专、兼
职人员数量为 182.75 万人，占科技人
力资源总量的比例不到 2%。缺口如
何补？通过强化经费支持、完善科普
人才评价机制、畅通职业发展通道等
措施，培养壮大科普人才队伍，让一
批能做科普、愿做科普的专业人才脱
颖而出。

（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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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书包中应该装入
哪些物品？应该怎么样整理书
包呢？”

“课本”“作业”“文具”“分
门别类，整齐有序”……学生们
争先恐后地回答着。“大家回答
得都很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进入今天的课堂学习……”话
音刚落，伴随着左手的起伏，

“装书包”几个字工整地出现在
了黑板上。

这位循循善诱、带着学生学
习良好劳动习惯的人便是岩湾
小学教师戚国敏。

“别看我是用左手写字，但
我一直觉得我和其他人没什么
不一样。”戚国敏说，小时候的一
次脑外伤使他落下二级肢体残
疾，从此右臂失去知觉不能动
弹，右腿行动不便。面对突如其
来的变故，要强的戚国敏并未长
久地沉浸在悲痛中，右手不行就
换左手。随后，还未出院他便开
始在护士手把手的教导下尝试
用左手写字，这一写，便是几十
年。“刚开始用左手写字时写出
来的字都是反的。”戚国敏说。
经过不断练习，现在他已经可以
用左手写出工整的粉笔字。

1986年站上讲台，戚国敏从
山村小学代课教师做起，如今已
经是第 38 个年头了。起初，尽
管薪水微薄，但他十分热爱这份
工作，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家乡的
孩子走出大山。为了给学生呈
现更好的板书效果，他利用一切
时间练习，经费不够就捡其他老
师的粉笔头写，地方不够就在宿
舍地板上写。没有取暖设施，就
自己动手打蜂窝煤；教室漏雨，
就拿水桶脸盆接着继续上课。

“虽然我是用左手，但我可是打
蜂窝煤的一把好手。”戚国敏笑
着说。

多年来，他不顾身体的残
疾，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
的精神扎根山区教育。在教书
的第 13 个年头，戚国敏通过考
试“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的
人民教师。38 年来，他先后在
凤县贯沟门小学、沙坝小学、岩
湾小学任教，还曾担任过沙坝
小学的校长，不管身在何处，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始终是
他坚持的信念。别人做一个课
件只需几小时，而他只能用左
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击键
盘，完成需要一两天，但是为了
给学生更直观的教学效果，他
从未想过放弃。面对同事的帮
忙戚国敏拒绝了，他说：“大家
都要做课件，不能为了我耽搁
大家的时间。”于是，深夜的办
公室里常常能看到他用左手敲
击键盘的身影。

上课之余，戚国敏不忘与时
俱进地学习提升。面对传统的
填鸭式教学不适应学生发展的
现状，他积极参加县教体局组织
的名师大篷车、送教下乡等活
动，更新教学理念；一有空，他就
在网上学习名师名家的教学视
频，模仿其教学方法，将高效课
堂、合作学习、导学单等方法运
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对于学习
跟不上的学生，戚国敏每天利用
课余、自习等时间把他们聚在一
起进行义务辅导。除了学习方
法上的指导和学习理念上的辅
导，戚国敏还特别注重对学生的
情绪进行疏导，避免学生因学业
压力大而产生厌学情绪，因而他
所带的班级一直以来成绩都很
不错。

“教师要爱自己的工作，爱
学生，不爱干啥都干不好。”戚
国敏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除了教学用心外，他还是一位
优秀的班主任，担任班主任的
32 年，戚国敏在学生身上倾注

了 无 数 的 爱 心 、耐 心 、细 心 。
2007 年调入岩湾小学后，戚国
敏担任数学课教学和班主任工
作，并承担数学组教研工作。
不久后，他就成了学生们的“知
心人”。提及与戚国敏之间的
故事，学生们仿佛有说不完的
话。“戚老师的课堂很有趣，每
当我遇到伤心的事时，他就会
陪 着 我 在 操 场 上 散 步 ，开 导
我。”“一年级时，我因为想家睡
不着在被窝里哭，戚老师知道
后把我带到了他的宿舍给我讲
故事哄我睡觉。”“晚上只要我
好好睡觉，戚老师就会给我奖
励 小 零 食 ，平 时 他 也 很 关 心
我。”……在学生们眼中，寄宿
的校园生活因为有戚国敏的存
在增添了色彩。

“戚老师身上最打动我的
便是他对学生春风化雨般、长
辈式的呵护，任何时候他面对
学生都是关爱、循循善诱的，很
少见他急躁过。”岩湾小学教师
陆帅说。有一次，陆帅看到戚
国敏带着学生种蒜，但是学生
种的位置一直不对，于是戚国
敏用左手一个个将蒜取出来，
比划好距离，再挨个种下去，全
程很温和地给学生讲解方法，
这让陆帅很感动。“戚老师跟班
勤、细致，他所带的班级总是特

别团结，”岩湾小学教师杨亚红
说，“甚至连灯的开关都比其他
班的亮。”

身为党员的他，凡事总是冲
在最前面。去年 9 月，岩湾小学
劳动基地投入使用，学校急需一
位带劳动课的教师，戚国敏当仁
不让接下了这个任务。“虽然不
想扔掉主课和带的班级，也有些
失落，但我还是决定退下来给年
轻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党员就是
要顾全大局。”戚国敏说。现在，
除了带两个班的劳动课、管理劳
动基地外，他还兼管了党建、食
堂、宿管、后勤等事宜，真正践行
了“一师多能”。

平 时 ，戚 国 敏 也 总 是“ 哪
里需要哪里搬”。为了清洁校
园环境，岩湾小学给各个班级
分配了清洁区，但由于学生年
纪小，厕所的卫生总是没法打
扫得很干净，戚国敏看到后主
动参与了进来，坚持每天带头
打扫，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
将厕所卫生维护得很好。“戚
老师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身
残志坚，做事一丝不苟，勇于
担当，是我们全校师生学习的
榜 样 。”岩 湾 小 学 校 长 丁 峰
说。每次假期，戚国敏总会主
动承担起劳动基地植物补苗、
浇水等工作，就是为了收假后
学 生 们 不 错 过 观 察 植 物 生 长
情况。修门、修锁、维护公共
设施等工作他更是不遗余力，

“以前每次门锁坏了都要请维
修师傅，花费几百几十都是常
有的，后来我就在师傅修理时

‘偷学’，现在我们已经很久没
请过维修师傅了。”戚国敏笑
着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只要自己能干的，戚国敏总是
冲在最前面……

多年来，戚国敏教过了上
千名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
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只要学生
们能够有出息，我就心满意足
了。”他说。

“一人兼教5门课、焦虑英语考
试成绩不达标、无厘头的非教学任
务繁重……”近期，记者深入贵州
部分乡村中小学调研，倾听基层一
线乡村教师的心声，了解他们的
急、难、愁、盼。

急：成绩差设施差

坐在记者面前，贵州某县一所
乡村小学的校长忧心忡忡地拿出
一张成绩单，上面是全校上学期英
语考试的成绩。

这张成绩单显示：学科总分 50
分，六年级均分 11 分，五年级均分
15 分，四年级均分 20 分，三年级均
分12分。

这所山区小学共有 5 个年级 6
个班，全校 99 名学生，7 名老师，没
有专业英语老师。“老师自己的发
音都不标准，大家都没有大学英语
四级的水平，都靠初高中的英语基
础在教学。”这位校长说。

“自己只有‘半桶水’，给不了
学生‘一桶水’。”该镇中心校六年
级一名班主任罗老师说，该班的英
语成绩均分 26 分，在本校排名第
一，但是仍旧不及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邻近的
一个县。该县教科局有关负责人
说，乡村小学很难按学科保障教师，
尤其缺乏专业英语教师，全县小学
阶段英语成绩的合格率偏低，城镇
合格率为57%，平均分63.83分，乡村
合格率为18%，平均分45分。

让乡村教师们焦急的还有孩子
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在部分欠发
达地区农村，离婚率相对较高、留
守儿童比例相对较高，由家庭因素
导致的学生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在大方县的一所乡村小学，247名
小学生中，有40名学生生活在单亲家
庭中，一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部分孩
子曾因家庭因素导致存在心理问题。

“学校教师力量紧缺，两名老师
负责一个班级的全部课程，没有专

职的心理教师，也没有真正懂心理
教育的老师。最担心的是部分孩
子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纾解，容易
走极端。”该校一名教师说。

该县一所中学的校长告诉记
者，由于专业师资力量匮乏，全校18
个班级只有一名美术老师、两名音
乐老师，没有心理健康学科的老师。

学校设备设施短缺影响了学生
学习的效果，也制约着老师们施展
才华。

记者在贵州某地一所偏远小学
看到，该小学没有专门的图书室和
计算机室，9000 多册图书只能堆放
在教室角落。五六年前配备的8台

“班班通”已经几乎全部损坏、瘫痪。
“7 月花了好几千块修好‘班班

通’，但没用多久又坏了。维修师
傅说是主机老化了，需要更换，但
换新的要 3 万元一台，根本没有这
个钱。”该小学一名教师说。

附近的另一所小学校园里，则
完全没有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
相关的乐器、美术工具、体育器材、
实验器材非常缺乏。“动手实验无
法让学生在实验室里做，只能靠老
师凭空讲，教学效果怎能不打折
扣？”该校教师朱老师说。

在大方县核桃乡一所小学，狭
窄的教学场地无法满足需求，不得
不将图书室、实验室、音乐室、医务
室合而为一。“老师们挤在一起办公
无所谓，但苦了孩子们，得不到很好
的学习环境。”该校一位教师说。

难：一人身兼多课

乡村教师力量不足，导致一人

兼教多门课程的“全科教师”比较
普遍。加上优秀教师不断流出，教
师补充速度赶不上流失速度，进一
步削弱了乡村教师队伍，加重了乡
村在岗教师的教学负担。

贵州某地一所偏远乡镇小学共
有 7 个班 224 名学生，只有 12 名老
师，每名老师都要上 4—5 门课程，
最多的每周要上24节课。

“既要满足国家对课程开设的
要求，又要结合教师力量实际情
况，不得不采取兼课的形式。”这所
小学的校长王老师说。

赫章县的一个乡村教学点开设
了幼儿园、小学一到三年级，共有
120 名学生。该教学点的一名教师
说：“上学期有 4 名教师，马上要调
走一名，下学期开始 3 名教师要负
责所有班级教学，课时最多的老师
可能达到每周25节，远超县城小学
教师的每周平均教学课时。”

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副校长
刘老师同时兼上数学、体育、科技、
美术4门课程。“城区学校的中层干
部大都没有教学任务，我们这里中
层管理人员不仅要教学，而且一个
人得干两个人的活。”刘老师说。

“如果要配足教师，我们学校还
需要增加 35 名教师。”大方县一位
乡村中学老师说，现在没有足够教
师，但国家规定的课程要开足，就
只好让教师兼教课程，于是就出现
了语文老师兼教心理课、英语老师
兼教音乐课、数学老师兼教体育课
的现象。

记者在这些地区调研发现，尽
管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相对城区

学校稍高，但想尽办法进城工作，
仍 旧 是 不 少 乡 村 教 师 的 努 力 方
向。“城区学校每遴选一次，乡村教
师就流失一批，乡村学校成了城区
学校的‘教师培训学校’。”不少乡
村学校校长坦言。

尽管近年来大量招聘特岗教师
对农村教师队伍进行补充，但部分
地区的补充速度远远赶不上流失
速度。以贵州一所乡镇中心小学
为例，2016 年以来，学校老师的数
量从209名减到现在的168名，流失
了 41 名老师。“每到开学前的一两
个月，便开始头疼请代课教师的问
题。”该校校长说。

愁：本职工作外任务太多

除正常教学任务外，部分乡村
教师还承担着不少原本不属于其
本职工作的任务：电话催交助学贷
款、催缴医保、帮助农民在线学习、
参加统计答题竞赛等等，这些琐碎
的工作耗费了基层教师大量精力。

为了提升全县15岁以上人口的
人均受教育年限，某县为部分学历
较低的农民提供了网络学习平台，
通过相关课程学习可以提升学历。
小学教师李老师讲述了他的经历。
学历提升行动一开始，他便领到一
个任务：包保6个村民学完相关网络
课程，并拿到相关学历证明。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李老师利
用放学后的时间，多次来到村民家
中督促，但学习进度迟迟没有进
展。“包保的村民大多是40岁以上，
文化程度特别低，连最基本的用账
号和密码登录学习平台都不知道如

何操作，连续多月多次督促之后他
们也厌烦了，眼看学习期限就快到
了，最后他们跟我说，‘老师，要不您
帮我学了算了’。”李老师说，他被弄
得哭笑不得之后，还得耐心引导。

诸如此类，很多与课堂教学无
关的事务，正在被强加到部分学校
和教师头上。“粗略统计过，今年就
有二十几种资料要帮乡里做，有的
还是重复上报。”一所乡村小学的
校长说。

另一个县一所中学的周老师坦
言，这些年地方给学校、教师摊派
非教学任务的现象并未完全杜绝，
教学外的无厘头任务过重。他举
例说，催大学生还助学贷款、帮助
村民学历提升、催交医保、政务APP
安装、网络答题竞赛等一系列与教
学无关的事务都需要老师去做。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不少
基层教育部门为了完成日常工作，
长期、大量从乡村学校抽借老师。
以某县教育局为例，教育局本级在
编在岗职工共136名，下属办公室、
党建办、监察室、改革办、基础教育
股等数十个股室共从乡村学校抽
调了约100人来支撑日常工作。

城区学校频繁借调，政府部门不
断抽调，让乡村在编在岗教师不得不
承担起不在岗教师的工作任务。

一个乡镇的中心校小学阶段共
有编制教师 266 人，实际在岗 247
人，在编不在岗的19人中，4人交流
到城区学校任教，5 人被本县教育
科技局、上级政府教育局、当地乡
镇政府抽调“跟班学习”。

“有的同事长期在政府部门‘跟

班学习’，真的能学到什么？其实
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调进城工作。”
一位小学老师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盼：深化改革为乡村教师鼓劲

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仍然是解
决乡村教师面临问题的关键一招。

有乡村教师建议，盘活区域内
的编制资源，通过机构编制改革工
作，把精简下来的编制用到民生急
需上，尤其要保障教师的编制。

毕节市织金县县城的一所幼儿
园共有58名老师，其中27名教师有
编制。一位临聘老师说：“有编制
的职工每月工资4000多元，不在编
的只有 3000 多元。真希望能够有
足够的编制给幼儿园，自己一定会
去积极参加考试。”

学前教育阶段，教师编制数
量难以保障的情况，在贵州部分
地区的欠发达地区比较普遍。赫
章县编办有关负责人说，县里教
育 系 统 的 编 制 数 只 够 保 障 中 小
学，幼儿园基本没法保障，全县幼
儿园仅有 531 名在编在岗教师，公
办 学 校 幼 儿 园 教 师 编 制 缺 口 在
1000 个以上，“现在聘请了 891 名
幼儿园志愿者支撑教学，今年还
要招人”。

有乡村教师建议，要改变乡村
教师向城区机关、学校单向流动的
现状，可以探索城乡学校教师轮
岗，让城区教师能到乡村学校帮助
提高教学质量，让乡村教师能到城
区学校提高教学水平。

还有乡村教师建议，大力整
治随意向乡村学校、教师摊派非
教学任务的做法，严格规范各类

“进校园”活动，尤其要杜绝随意
向 基 层 教 师 摊 派 非 教 学 工 作 任
务，畅通教师对违规摊派任务的
监督举报渠道，切实让乡村教师
聚焦主业，安心于课堂教学和学
生教育工作。

（据《新华每日电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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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乡村教师的急难愁盼听听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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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宝鸡市凤县岩湾小学教师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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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下午，在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岩湾小
学四年级的教室里，一堂主题为“装书包”的劳动
课正在进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