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教师教育研究专项重点课题

——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指导

蒙科祺  编著

为中国
插上科技的翅膀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ª«¬





� ®¯	°

� ������

±

��

¨

� 	�������������������

²

��

³

�

´�µ¶��·

� ¸

�

��¹º�¸»�¼½¾¿ÀÁ

¶ ¨

�

��ÂºÃÄÅ��©�ÆÇÅÈ�É¬

�

� ®¯	°

� ������

Ê �

� ��� ��

�

��� ������


� �

� ���

Ë� � �

� �

� Ì

� ����

�

�

Í�

�

� � Ì

� ����

�

�

Í�

�

Ì�¸

 �

� ��������������������

Î Ï

� �����

Ð

���
 	���

ÑÒÓÔÕÖ

�

×¦ØÙÚ

�

ÛÚ

�

Ü�Ý��ÑÒÞß

�

àáâã��äå

�



1

前　言

“发明创新点亮人类文明之光。”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发明创造的历史。从闪耀世界的古代四大发明，到多复变函数论、陆相生

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

础科学突破，“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

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信、北斗导航、载

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这些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

影响力的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说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的前提在其青少年的强大，

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也同样如此。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首要着力点

是对青少年科技创新素质的培育，尤其是青少年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

对青少年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2015 年六一

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寄语全

国各族少年儿童要“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由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科技部、环保部、国家体育总局、自然科学基金会、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的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为广大青少年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青少年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使青少年形成基本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创造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人格和实践能力，最终为推动人类文

明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在青少年科技创新

活动方面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教育为办学特色，建设了科技园和科学探究馆，

制定了《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科技创新教育五年发展规划》，研究开发了校

本教材《点燃发明创造之火——青少年发明创造简明读本》，率先开设了科

技创新校本课程，举办科技创新讲座和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活动。近 3 年来，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承担了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课题“南宁市

第三十一中学科普教育基地建设能力提升与创新示范”，广西教师教育研究

专项重点课题“中小学科技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南宁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计划项目课题“南宁市西乡塘区知识产权区域试点示范培育”、“南宁市

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程试点”等多项课题。

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学生提出科技创新设想

6800 多个，完成科技创新成果 200 多项，科学幻想绘画 1200 多幅，申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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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明专利 13 项，其中 10 项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权，多项发

明成果荣获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和银奖、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和最高专项奖

“宝钢发明奖”（广西首次获得的最高奖）、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银奖和铜奖、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和三等奖等。另外，还荣获广西发明创造成

果展览交易会中小学生发明创造特别奖 6 项，广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 18 项、二等奖 12 项，南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37 项、二等奖

25 项。3 名学生分别荣获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均

为当时广西唯一获奖的中学生），2 名学生当选为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3 名学生当选为中国少年科学院“预备小院士”，1 名学生当选为中国少年科

学院“小研究员”。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是广西唯一同时拥有“全国特色学

校”“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示范基地”

三块国家级牌子的学校。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的科技创新教育特色已在南宁甚至广西创立了自己

的品牌，在全国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突出的青少年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

教育成绩，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中

国发明与专利》《中国科技教育》《发明与创新》《当代广西》《广西教育》

等杂志，《中国教育报》 《科技日报》《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当代生

活报》《南宁日报》《南宁晚报》等报纸，以及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

南宁电视台等几十家各级新闻媒体对此多次采访和报道，部分国内知名专家、

大学教授、科技中心人员、中小学校领导和教师等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为中国梦插上科技的翅膀——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指导》是广西教师

教育研究专项重点课题“中小学科技教师队伍建设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是课题负责人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蒙科祺副校长近 30 年来从事青少年发明创

造和科技创新教育的结晶，已在学校开设的科技创新课程中作为校本教材应

用多年，课题组成员李翔、唐凤花、莫英苗等老师积极参与实施。同时，通

过蒙科祺副校长到各地中小学校做发明创造知识讲座、科技创新教育报告和

开展青少年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活动的实践应用，并经过数次修改完善，本书

现已成为各地不少中小学校培训科技辅导员（科技教师）的培训教材。

希望通过本书分享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的成功经验，为更多有志于青少

年科技创新教育的科技辅导员提供一条可参考的路径，大家一起来推进中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发展，为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插上科技的翅膀。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发展，需要广大

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者的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本书如有不足与疏漏之处，

敬请各位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7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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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何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科技创新活动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始终的基本活动。

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进行发明创造、科技创新的过程。从钻

木取火到原子能的利用和宇宙飞船上太空，从刀耕火种到自动化生产，从石器的制造到

微电子时代和信息网络时代的演变，从“太阳中心说”到现代生物学的革命，人们正是

通过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第一章　为何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江泽民同志提出：“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神舟上天、蛟龙入海就是科技创新的成果，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母舰——美国

“福特”号航母，这些都展示了科技创新的魅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为我国全面推动素质教育

和科技创新教育，促进“科教兴国”的战略实施，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

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导。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作为提高青少年学生创新能力的

重要途径，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造性思维和创造个性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培养未来科技创新人才乃至提高全民族的创新能力也是十分有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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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梦插上科技的翅膀

一、明确科技创新活动的意义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是一项活跃思维、发展智力的科技教育活动，是对青少年学生

实施素质教育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通过这个活动，可以使青少年学生把所

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从实践中再学到新的知识，还可以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此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科学创新素质，使其成为未来的创新后备人

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一）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并能够对传统观念和现

成的结论持分析态度，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问题追根究底，乐于参与发明创造

和科技创新活动。

（二）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毅力

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毅力，使学生能够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勇于克服困难，

始终保持对发明创造、科技创新的热情和兴趣，不屈不挠，坚持到底。这种创新毅力不

仅有助于学生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也有助于学生以后从事各项工作，更有助于学生今后

事业上的发展。

（三）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逐渐掌握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提出创造性的设

计方案，并能将设想变成现实。青少年的发明创造，虽然并不能直接影响现代科技水平上

的发明创造，但是学生所具备的创新能力在未来的科技工作中是大有用处的。很多科学

家、发明家从小就表现出卓越的发明创造才能，如美国的电话发明家贝尔、电灯发明家

爱迪生，他们从小培养起来的创新能力在他们后来的科学技术研究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青少年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其自身的文化理论知识学习也是极有帮助的。现在的教

育趋势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不是使学生成

为单纯的“知识型”人才。在需要培养的各种能力中，创新能力是最可贵的能力，有了

创新能力，学生就可以自己掌握学习的方法。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能力，单靠教师

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在参加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活动时所培养起来的

创造能力，正是对这方面十分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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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为何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四）培养青少年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培养青少年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发明创造需要学生

拥有多方面的知识以及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目前，学校教育的学科和专业划分较

为严格，学生学到的知识各成系统，彼此联系较少，影响了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

不利于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在青少年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活动中，各种知识都

会通过具体问题贯串和联系起来，不仅会涉及物理、化学知识，还有可能会涉及数学、

地理、生物甚至逻辑方面的知识。科技创新只有在全面发展的知识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

而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的过程本身又会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帮助学生掌握更全

面的科学文化知识。

指导青少年学生的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活动，必须了解这个活动的意义。因此，科

技辅导员要指导青少年学生通过阅读科普读物或其他方式了解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活动

的意义，提高学生的认识，从而积极参加活动。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

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而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国，这样才能肩负起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

国务院在 2006 年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以

下简称《纲要》），把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建设正式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由此，我

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了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新时期。

实施《纲要》要面向全体公民，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堪忧。据有关调查显示，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

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和成长，也已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所以，必须加快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

2003 年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爆发“非典”（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病危机，

其中中国内地是重灾区。当时，我国多地发生了抢购事件，民众疯狂购买白醋、板蓝根

等非治疗性药物。2011 年 3 月日本世纪大地震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欧美部分地区民众开始购买碘盐以防止核辐射，我国一些地方则出现了民众盲目抢购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为中国梦插上科技的翅膀

盐的情况。抢购风波暴露出民众科学素质低下、科普工作开展遭遇较大困难的问题。《纲

要》起草组组长、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授曾在公开场合呼吁：“我国公民的科学

素质在倒退，加强国民的科学素质迫在眉睫！”

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快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要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除

了大力开展全民科学普及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青少年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从小开

始普及科学知识。

三、实现“中国梦”就要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

其正式提出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创新梦”，“创新梦”是“中国梦”的一种体现和表达。在开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新征程的历史时刻，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要实现“中国

梦”，就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必须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青少年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将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而现在的教育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青

少年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再次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发明专利是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标志性体现。我国的科技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相差较远，离实现科技“中国梦”还有一定距离，我们自主研发的东西还不多，原创

性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

实现“中国梦”必须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全面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将发明

创造付诸实践，并转化成为生产力，才能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敢于做科技创新之梦。

四、广西开展全民发明创造活动

2012 年 2 月 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召开了开展全民发明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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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区开展全民发明创造

活动的决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专利化。

为保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广西将通过大幅度增加全社会发明创造经费投入，加强

专利保护，创新企业知识产权评估与投融资机制，强化发明创造的人才支撑，加强知识

产权宣传教育，加强对发明创造工作的领导等方式，促进广西全区发明创造工作的开展。

在 2011 年中国专利周广西

活动启动仪式上，时任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科学

院院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副主席黄日波向南宁市

第三十一中学副校长蒙科祺（左

五）等 10 位发明创造辅导员代

表授旗

广西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

副校长蒙科祺参加 2011 年中国

专利周广西活动“发明创造辅导

员进校园”活动，应邀到各地中

小学校做“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

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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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一直是困扰各学校科技辅导员的问题。科技创新活动的开

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领导重视

要做好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首先学校领导要重视，在保证升学率之外，还应

该重视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以科技创新教育为办学特色，一直以来重视科技创新教育工作，

积极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并制定了《科技创新教育 5 年发展规划（2010—

2015）》，率先开设科技创新课。近年来，学校在学生科技创新实践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科技创新教育 5 年发展规划（2010—2015）》

第二章　如何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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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其中 10 项已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权；12 项发明成果分别荣获澳门国际创新发明展览会金奖和

领先创新奖（专项奖）、中国国际发明展览会银奖、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和最高专项奖

（广西首次获得的最高奖项）、中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银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还荣获广西发明展中小学生发明创造特别奖 6 项，广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12 项，南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37 项。有 2 名学生

当选为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3 名学生当选为中国少年科学院“预备小院士”，

3 名学生分别荣获第八、九、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这 3 名学生都是当时广西唯

一获奖的中学生），5 名学生荣获南宁市西乡塘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李翔（右）与副校长蒙科祺（左）应邀出席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特色教育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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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荣获 3 项国家级荣誉

二、培养科技辅导员

学校要重视培养科技辅导员，多组织其参加培训和外出参观学习。科技辅导员自身

也要加强学习，要懂得引导青少年学生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生产劳动中留心观察，

综合分析，从中发现不足、不便或缺陷，针对新的问题构思新的方案，从而确立发明创

造、科技创新课题。科技辅导员还要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构思，提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

问题的设想或技术方案，并找出实施设想或方案的途径。在指导样品制作时，科技辅导

员要懂得选取替代的制作材料。在制作实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问题或遭遇失败，

要鼓励和指导学生一步一步地改进和完善作品，并要看到发明中还有发明，这样才能指

导学生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发明创造作品。

三、争取家长、社会的支持

现在有很多家长和部分老师认为搞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占用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其

实这是误解。实际情况并不是搞发明创造和科技创新占用了学习的时间，而是学生的学

习任务太重、作业太多，把原本可以用于搞发明创造、科技创新和其他活动的课余时间

也占用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谈到关于学校科技创新教育时曾说：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各级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特别是媒体要多宣传，要让家长、社会都理解开展科

技创新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和对培养国家未来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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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科技创新教育的突出成绩，已被《中国发明与专利》《中国科

技教育》《青少年科技博览》《当代广西》《广西教育》《发明与创新》等杂志，《中

国教育报》《科技日报》《广西日报》《南国早报》《生活报》《南宁日报》《南宁晚

报》等报纸以及中国教育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南宁电视台、人民

网、新华网、广西新闻网、广西人民政府网等各级新闻媒体多次采访和转载报道。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副校长

蒙科祺在 2012 年广西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上接受南宁电视台记

者的采访

　

 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副校长蒙科祺在第一

届广西发明创造成果展览交易会接受上广西电

视台记者的采访

南宁电视台到南宁市第三十一中学进行科

技创新教育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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