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0), 488-494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737   

文章引用: 张宇军, 谢斌, 李勃, 王雅婧. 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路径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0): 488-494. DOI: 10.12677/ces.2024.1210737 

 
 

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 
路径研究 

张宇军1，谢  斌1*，李  勃2，王雅婧1 
1陕西省西安植物园(陕西省植物研究所)，陕西 西安 
2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4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15日；发布日期：2024年10月28日 

 
 

 
摘  要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从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

现状分析入手，探讨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加强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路径。一是优化农村科普教

育环境，创新科普教育模式和方法，加大对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地域

限制，营造农村科普教育氛围。二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培训，充分调动农村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三是建立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出台相关政策，为农村青少年提供更多

优质科普资源。本文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农村科普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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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importance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or rural teenage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or rural teenag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or rural teenager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 The first step is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rural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nnovate the 
modes and methods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teenager popular sci-
ence education,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reak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rural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rural teachers,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rural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ural teachers. The third is to establish an all-round support system and intro-
duce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vide more high-quality popular science resources for rural teenager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rural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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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由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

根据 2023 年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报告统计，农村居民科学素质比例只有 9.16%，远低于

全国 14.14%的水平[1]。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指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明确

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指引下，农村青少年作为未来农村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其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科普教育作为提升公众科学素质、激发创新潜能的

关键手段，对于农村青少年而言，不仅关乎个人成长，更是乡村振兴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2. 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现状 

科普教育作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村青少年的成长与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作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审视当前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现状，不难发现

仍面临多重挑战，严重制约了科普教育的有效推进。 

2.1. 农村科普教育资源匮乏 

科普教育设施是支撑科普活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加大了对科普设施的投入，建

设了一批科普基地、科技场馆、农村书屋等。然而，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科普设施仍存在分布不均、设

施老化、更新滞后等问题。科普设施落后是制约科普教育发展的硬件瓶颈，这一现状显著制约了农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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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2]。农村地区的科普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普

图书、音像资料等学习资源不足，难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二是缺乏专业的科普场馆、实验设备和

教学材料，许多学校仅能依靠有限的图书资料和简陋的实验器材进行科普教学，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科技实验设备落后，限制了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三是网络资源覆盖不均，部分偏远地区青

少年难以接触到最新的科普信息，数字化科普资源难以触及，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科普教育的困境。 

2.2. 农村科普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薄弱是农村科普教育不容忽视的短板，农村科普教育师资队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性不高

等问题[3]。根据教育部发布《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约为 1200 万

人，而农村基础阶段教师人数约 300 余万人，农村教师人数仅为城市教师人数的 25%。根据《中国教育

统计年鉴》，从 1987~2020 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数下降 2,986,019 人，农村师资资源流失严重，

教学质量堪忧，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教育[4]。除了教师人数少外，农村面临着年轻教师留

不住和专职科普教师稀缺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生活条件艰苦、待遇相对较低，难以吸引和留

住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现有教师队伍中，具备专业科普知识和教学能力的教师占比较低，在

科学素养、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提供高质量的科普教育服务，优质的青年教师往往寻求前往

条件更好的城市发展。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教育投资收益率低，加剧了农村教育贫困。国外

学者 Golley 和 Kong 分析了城乡教育代际传递理论，得出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普遍降低导致农村难以通

过教育资源传递提升人力资本的结论，农村科普教育处于低水平发展[5]。 

2.3. 农村科普教育方式单一 

教育模式单一也是制约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在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方面，缺乏切实可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讲授式科普教育：

当今农村科普教育以传统的讲授式为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授了科学知识，但其单一的教学形式难以

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缺乏互动实践环节：多数农村科普教育活动忽视了实践环节，农村

青少年难以通过亲身体验来深化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孩子们主动性和创造

性的发挥。多媒体教育应用不足：信息技术和科学教育融合的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等创新教学方法

的缺失，导致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枯燥乏味，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未能

及时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和趋势，青少年接触到的科普知识往往落后于时代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2.4. 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参与度不高 

农村青少年在科普教育中的参与度和兴趣普遍不高，部分学生认为科普知识枯燥难懂，缺乏实际应

用价值，还有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或学业压力繁重，他们往往将学习重心置于应试科目，对科

学原理、技术创新等知识的兴趣不足，导致科普教育难以激发其学习热情[6]。受限于地域、资源及文化

环境，部分农村青少年对科普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或者认为科普教育对于自己未来发展没有太大帮助，

缺乏探索科学知识的内在动力。农村地区的科普教育缺乏专业的指导者和榜样，青少年缺乏正确的引导

和激励，难以积极参与科普教育活动。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科普教育的普及率，也制约了农村青少年科

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2.5. 农村教育政策及经费支持力度有限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农村科普教育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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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投入、建设科普基地、开展科普活动等。然而，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农村科普教育的政策支

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经费投入有限，难以为科普教育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这导致科普教育设施建设滞后，师资培训不足，活动开展受限。在资金短缺的背景下，科普

教育往往难以吸引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发展机制。 

3.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影响 

3.1. 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内涵之丰富、目标之明确、发展之全面，为新时代农村面

貌的焕然一新提供了强大动力。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环境下，教育作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和引领性工程，其资源投入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尤为

关键。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深入带来的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推动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推动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仅

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优化上。这不仅促进了农村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如新建教学楼、图书馆、

实验室等，还加大了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通过提高教师待遇、优化工作环境等措施，吸

引并留住了一批优秀教师扎根乡村，为农村孩子带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知识。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教育理念的革新成为又一显著成就。农村地区正逐步告别传统的应试教

育模式，转向更加重视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新教育理念。乡村学校正积极采纳项目式、探究式学

习等现代教育方法，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科技创新，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一教育理念

的转变不仅提升了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而且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3.2. 科普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知识传授，更在于激发农村青少年

的内在潜能，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过程中，科普教育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连接传统

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桥梁，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农村科普教育的发展，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在乡村振

兴的过程中，科普教育被视为提升农村青少年科学素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级政

府和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推动农村科普教育的发展。此外，乡村振兴战略还推动了农村科普教育的创新。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传统的科普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农村科普教育需要进行创新

和改革，采用更加生动、有趣、实践性的方式来进行科普教育。这有助于激发农村青少年的学习热情，

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上。通

过接受科普教育，农村青少年可以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以及乡村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青少年是农村未来的希望和主力军，科

普教育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注重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通过科普教育培养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技能、

有创造力的新型乡村建设者，引领乡村走向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4. 强化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路径探索 

4.1. 优化科普教育环境 

在推动农村科普教育发展的进程中，科普设施的建设与升级成为基础性且至关重要的环节。针对农

村地区的实际情况，需加大对科普设施的投资力度，构建多元化、覆盖广泛的科普网络，聚焦于农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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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场馆的建设与改造，这些场馆不仅应成为展示科技成就、传播科学知识的平台，更应融入互动式体验

项目，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丰富多样的科普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激发农村青少年的探索欲与创造力。同

时，数字化科普场馆建设亦不容忽视，通过引入丰富的科普读物与电子资源，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便捷的

学习途径，拓宽其知识视野。 
营造浓厚的科普氛围，激发农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同时，通过举办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科普展

览等活动，为农村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激发其科学兴趣和探索精神。在此过

程中，还需注重培养农村青少年的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引导他们关注科技发展前沿，树立科学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2. 创新科普教育模式与方法 

针对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现状与需求，需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科普教育模式。应结合农村实

际，开发贴近农村生活、符合农村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科普课程与教材，将科普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农业

科技园区等实地场景，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操作，增强农村青少年对科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乡

村振兴的背景下，这种教育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农业生产的科普教育，可以让青少年了解现代农业

技术、学习农业知识，进而培养他们的农业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结合环境保护的科普教育，则能引导

青少年关注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通过跨学科科普教

育，农村青少年不仅能够获得全面的知识体系，还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

为乡村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教育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科普教

育渠道，提高科普教育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数字化科普教育正成为连接城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的

重要途径。我国农业科技的显著进步，如数字育种、智慧农机、智慧农场的广泛应用，为农村青少年提

供了丰富的数字化科普素材[7]。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得在线科

普课程、科普 APP、科普动画等数字化教育资源得以广泛传播，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

科普学习途径。这些数字化科普资源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让农村青少年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还通过互动性强、趣味性高的形式，有效提升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科学素养。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培训 

在推动农村科普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农村教师是促进农村青少年教育发展的关键。教师的教学水平

决定教育的质量，为了有效提升农村科普教育质量，需从多方面入手，构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普

教师队伍。首要任务是积极引进具备科学素养和教育经验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与

激励机制，如提供优厚待遇、职业发展机会及专业培训资源，鼓励优秀人才扎根农村，投身科普教育事

业，补齐乡村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短板[8]。重视师范生定向培养，通过公费师范生教育等方式，向农村

学校定向输送一批本科以上学历教师。2009 年教育部实施特岗政策，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两

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

的补充机制，截至目前，累计有 109.5 万高校毕业生赴中西部农村学校任教，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优秀

教师不足等问题。同时，鼓励农村教师到城市学校进行交流，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升教

学能力，为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提供师资保障。 
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定期举办针对农村科普教师的专业培训活动，内容涵盖广

泛而深入，不仅涉及最新的科普知识更新，还涵盖先进的教学方法、教育心理学应用以及信息技术在科

普教育中的融合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教师掌握科学教育技巧，提高教学效果，更好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737


张宇军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0737 493 创新教育研究 
 

地激发学生科学兴趣与探索精神。由教育部、财政部于 2010 年实施“国培计划”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特

别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培训。截至 2022 年，已有 1800 余万教师参加了培训，未来 5 年国培计划

将聚焦提升农村教师的业务能力，尤其是针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农村教师，将更加注重实用性，以

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对教师资源的需求[9]。 
提高农村教师薪资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工作热情、促进科普

教育创新。通过设立科普教学成果奖、优秀教师表彰等方式，对在科普教育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进行

公开表彰和奖励，既是对其努力的肯定，也是对其他教师的激励与鼓舞。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科普

研究与实践项目，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科普教育内容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为农村科普教育

注入新的活力。 

4.4. 加强农村家庭对科普教育的引导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重要因素，父母的科学素质水平对于提升青少年科学

素质具有重要影响[10]。重视家庭教育，拥有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才能用合理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来教

育农村青少年[11]。通过对农村青少年家长教育理念的提升，帮助父母与孩子共建兴趣和话题，促进家庭

和谐。如广西永福县打造村级家长学校，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更好引导孩子成长[12]。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企业的发展，不仅有效缓解了

农民工不能陪伴孩子的问题，也加强了农村青少年与父母的交流与沟通。 
加强农村家庭对科普教育的引导，政府应落实针对农村青少年家庭教育的帮扶政策，调动社会力量

关注农村青少年家庭教育，形成关爱农村青少年的良好氛围。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向农

村家庭传播科学知识，让他们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和科学进展，让农村家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他们

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从而提高农村青少年的科学素质，为我国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4.5. 建立全方位的支持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为了全面提

高农村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普教育支出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科普资源的整合利用是提升农村科普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在此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联合学校、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科普教育模式。如西安邮电大学

研究生院爱心青年帮(党支部)团队从 2016 年以来在中西部建成 60 余所“科技小屋”，让 3 万余名革命老

区、贫困山区的孩子近距离体验科学[13]。通过政府政策的引导与资金支持，促进各类科普资源的有效汇

聚与合理配置，如共建科普教育基地、开展联合科普活动等，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满足不同年龄层、不

同知识背景的农村居民需求。鼓励企业发挥其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参与农村科普项目的开发与

实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财政扶持力度的加大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政府应当将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

范畴，设立专项基金，确保资金的充足与稳定。这些资金应专项用于科普设施建设，如科普图书馆、科

技馆的设立与升级，以及流动科技馆的普及，让科学之光照亮偏远乡村。同时，支持科普活动的广泛开

展，包括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科学展览等，为农村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与实践平台。科普教材的

研发与推广同样不可或缺，需结合农村实际，开发易于理解、寓教于乐的科普教材，提高科普教育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制定优惠政策是推动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深入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政府应出台一系列具有吸引力

的优惠政策，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科普教育的积极性[14]。例如，对积极参与农村科普教育建设的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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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给予税收减免，降低其运营成本；对投资科普教育项目的个人提供贷款贴息，减轻其经济负担。

这些政策不仅能够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农村科普教育中，还能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氛

围，共同促进农村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升。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是保障农村青少年科普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的责任与义务，为科普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制支撑。通

过立法手段，规范科普教育内容、形式与标准，确保科普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对

科普教育工作的监督与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推动科普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基金项目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科普示范基地品牌科普活动项目(项目编号：24KPZT0057)：“大美秦岭，我为植

物代言”主题科普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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