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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的最后一个

五年，“十三五”期间，每一年的发展规划与实施都应该引起我们充分

的重视与认真的研究，因为这五年是保证我们完成、乃至超越《纲要》

目标的关键五年。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每一个政策、法规、制度和规划

的时候，都要认真分析、研究，以保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 

《天津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与科学普及分析与研究》项目正是基于这

样一种思考而进行的，每年，项目组将对前一年度全市 30 大项，近 60

小项青少年活动与赛事中，各区县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面向全市

基础教育学校、科普场馆、学生、科技辅导员、科普讲解员发放上万份

《调查问卷》；每年走访上百家学校、基地以及相关机构与单位，进行

实地交流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关联度分析，归纳经验，找寻不

足，为相关单位与部门制定下一阶段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开展活动，

举办赛事等提供基础数据和相关分析，为“十三五”方案制定和《纲要》

的目标超越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书一共包括四个章节，前两个章节是全市近万份《调查问卷》的

统计与分析，其中第一章聚焦学生问卷，第二章关注科技辅导员问卷；

第三章是对 2015 年度全市 30 大项，近 60 小项青少年活动与赛事中，

各区县的基础数据的统计分析；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分析汇总以及项目

组提出的相关对策研究，其中第一节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归纳，并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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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比较大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描述与分析；第二节中，项目组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对策分析；第三节为青少年科技中心针对项目组

的分析与研究，在 2016 年制定的具体举措。 

当这一个五年规划结束的时候，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对《纲

要》实施 15 年来，我国科学水平整体发展情况进行一次深刻而全面的

审视。能参加进这样一个长达十几年的全国范围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伴着《纲要》，从

花样年华变成了两鬓斑白。 

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实施者，我们一定会在《纲要》结束时，

对自身的工作进行总结与反思，在心中去思考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们

每一个人的贡献与价值。项目组将通过一本本小册子，来记录《纲要》

最后一个五年规划中，我市青少年科学普及和科技教育的一个侧面，为

每一位科技教育工作者留下一份参考、一份总结和一份回忆…… 

在此，对项目组调研、抽样调查、统计分析、撰写编辑期间，各位

专家、同仁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与诚挚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 

 

问卷设计：李  维，前言由张恺编写，第一章由李维编写，第二章

由赵婷婷编写，第三章和附录由陈洪云编写，第四章由李维、张恺编写，

最后由张恺、李维负责统稿。 



 
3

第一章 全市抽样调查——学生篇 

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课程改革、现代教育技术以及青少年群体

认知水平和智力水平的不断变化，天津市青少年群体对科技教育的需求

程度和内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调查问卷的设计与数据的后期分

析对于课题组获得数据的真实有效就显得尤为重要。2015 年，项目组

针对中小学生，中小学科技辅导员设计编写了《调查问卷》，并在我市

16 个区县做了近 10000 份抽样，在回收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

些表征和关联，并做了相关分析。 

第一节  抽样调查概述 

一、调查方式选择 

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天津市 16 个区县的在校中小学

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每个区县，通过随机方式，分别选择了一所小学、

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本次面向全市一共发放学生问卷 8 000 份，收回

有效问卷 7260 份。 

二、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围绕学生对学校课外科技活动开展情况的判断展开，主要

从学生视角调查天津市课外科技活动的现状、优势与困难。学生是学校

开展科技教育的主体，对学校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情况有着切身体会，

他们的判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学校科技教育的问题与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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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天津市未来青少年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此次《问

卷》共设计了 16 个题目, 问题主要包括： 

Q1：你所在的年级？ 

Q2：你的性别？ 

Q3：你是否参加过课外科技活动？ 

Q4：你是从哪个学段开始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 

Q5：你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主要目的？ 

Q6：家长支持你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吗？ 

Q7：你所在班级参加课外科技类活动的同学多吗？ 

Q8：你参加学校的课外科技活动的主要方式？ 

Q9：你在参加学校的课外科技活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Q10：你是否参加过科技类学生社团？ 

Q11：你是从哪个学段开始参加科技类学生社团的？ 

Q12：你了解天津市的科技教育基地吗？（科技基地包括科普场馆、

科普主题公园、科普活动站、专题基地） 

Q13：你去过天津市的科技教育基地吗？ 

Q14：主要由谁陪你去科技教育基地？ 

Q15：你去科技教育基地的主要目的？ 

Q16：你认为制约你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阻力主要在哪里？ 

三、数据统计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在做数据校验的过程中，剔除了无效数

据，故每一道问题的总人数可能不尽相同。同时为了能够挖掘出相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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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信息，数据的统计分析分为表内（项目）分析和表间分析（关联度

分析）两部分。 

第二节  问卷表内（项目）分析 

一、所在年级分析 

 

图 1-1 所在年级分析 

全市共有 7 260 人接受了调查，其中小学 2 910 人，占 40.08%，

初中 3 010 人，占 41.46%，高中 1 340 人，占 18.47% 。可以初步得出

以下结论：天津市参与此次调查的初中生最多，小学生其次，最少的是

高中生，大致比例为 29:30:13。 

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高中生课业压力比较大，抽出时间参与调查

的人数远远低于小学、初中参与的人数。小学和初中生参与调查的人数

大致持平，而初中生相对稍微多一些（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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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分析 

 

图 1-2 性别分析 

受访人数共有 7 264 人，其中男生 3 555 人,占 48.94%；女生 3 709

人，占 51.06% 。女生比男生略多一些（如图 1-2 所示）。 

三、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情况分析 

 

图 1-3 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情况分析 

这个问题共有 7 207 人参与调查，其中回答参加过的有 5 2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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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2.36%；没有参加过的有 1 992 人，占 27.64% 。在课外科技活动中，

有七成人参与过，无论参与的次数多少，参与过的还是占大多数的。但

是情况并不容乐观，有近三成的人从未参与过课外科技活动（如图 1-3

所示）。 

四、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起始学段分析 

 

图 1-4  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起始学段分析 

这个问题受访人数共有 6 544 人，如图所示，学前有 679 人，占

10.38%；小学有 4 645 人，占 70.98%；初中有 998 人，占 15.25%；高

中有 222 人，占 3.39%。在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学段中，小学的占比最

大，远远高于其他学段，比另外三个学段的总和还要多。其次是初中，

再次是学前，最少的是高中，仅占 3.39% （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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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目的分析 

 
图 1-5  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目的分析 

参加这个问题调查的共有 6 713 人，其中出于喜欢、感兴趣的有 3 

386 人，占 50.44%；出于未来职业需要考虑的有 495 人，占 7.37%；出

于增加与伙伴玩的机会的有 987 人，占 14.70%；出于增长见识、提高

能力的有 3 423 人，占 50.99%；出于获得更多的学习成就的有 1 146

人，占 17.07%；不是自愿参加的有 272 人，占 4.05% 。仅就数据分析，

绝大部分学生对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的积极作用还是认同的，只有 4.05%

的人不是自愿参加的（如图 1-5 所示）。 

六、家长对课外科技活动支持程度分析 

 

图 1-6 家长对课外科技活动支持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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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受访人数有 7 011 人。支持的有 4 545 人，占 64.83%，

只要不影响学习成绩就无所谓的有 2 199 人，占 31.36%，不支持的有

267 人，占 3.81% 。总的来说，支持的占多数，不支持的占极少数（如

图 1-6 所示）。 

七、你所在班级参加课外科技类活动的同学人数分析 

 

图 1-7  所在班级参加课外科技类活动的同学人数分析 

这个问题受访人数有 7 062 人，选择有一些、不多的有 3 931 人，

占 55.66%，选择很多的有 2 302 人，占 32.60%，选择基本没有的有 829

人，占 11.84% 。 

考虑到学校教育的全面性和普及性，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天津市

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学校比重比较大，但是有一半多的学校仅是只是零

散的开展了很少几项课外科技活动。更有甚者，有一成多一点的学校基

本没有开展过。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学校是经常开展的（如图 1-7 所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