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绶琯院士青少年科技教育思想精髓心得 

陈廷礼 

王绶琯院士虽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但对我国青

少年的培养提出了独到、新颖的见解，并形成了完善的青少年科技教

育思想体系。 

一、理念的构建 

王绶琯院士通过探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才规律：科学史上许多重要

的科学发现都是由年轻科学家做出的。这些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突破

时的年龄多集中在二十几岁，他称之为“科学成就的年龄规律”。因

此，他提出，“明日杰出的科学人才非常可能产生在今日有志于科学

发现的优秀高中学生中，杰出科学人才的起步应该在十六七岁的高中

阶段”。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那些品学兼优，科学志

趣已明，禀赋已显，常规课程已难以满足要求，学有余力的优秀高中

生。这些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到优秀科研团组中进行时间跨度平均

为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 

2、 途经的探索 

在王绶琯院士科技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完整、完善的培养方

案和培养途径。为了引领学生“走进科学”，首先，王绶琯院士提出

利用“科学名家讲座”开阔学生的科研眼界，拓宽学生的科技思路，

了解科学前沿专业知识，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其次，利用“野

外科学考察”进行“真刀真枪”的科研实践活动，学习科学研究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初步掌握取样步骤、原始数据记录、室内数据资



料分析。再次，通过学生自己的文献检索，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进

行开题报告，确定技术路线，然后撰写出相应科研论文。最后，通过

“科研实践活动评议”活动，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研表达能

力，历练学生准确表达科研思想的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全过程。

为了指导学生的科研实践活动，王绶琯院士建议成立由科研机构或科

研团组的教授、专家组成“学术指导中心”。 

三、平台的搭建 

探索出科技教育的基本途径后，要实现这些目的，给学生提供科研的

条件，需搭建一个平台。王绶琯院士提出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我们要培养的对象，都发布在各个高中学校，如何把他们引进

到科技俱乐部是个关键问题。这样，科技俱乐部把高中学校作为基地

学校，整合中学的优秀学生，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培养他们的科研素

质。另外，俱乐部也在学生和学生辅导团队“学术指导中心”之间建

起了桥梁，实现了“大手拉小手”的举措。 

科技俱乐部采取会员制度管理。学生作为科技俱乐部会员参与俱乐部

的科研实践活动。包括科学讲座、走进科研院所、野外科学考察、科

研实践评议等。通过这些活动，会员初步掌握了科学研究的过程，体

会到了科学研究的困难，也感悟到了科学研究的乐趣。一方面提高了

会员的科学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会员战胜困难的能力。 

四、成果的展示 

撰写出科学研究论文的学员，可以参加“科研实践活动评议”活动。

利用各种形式的答辩活动，检验学员参与科学研究的才能。通过学员



的陈述，考查学员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陈述期间，思路清晰，

思维敏捷，是学员科研能力的标志，也是检验准则。教授、专家的问

辩，考查学生在选题意义、技术路线、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方面的能力。对问题的回答，也表现出学员的应变能力。总之，通过

答辩活动，可以有效地体现学员的科研水平，也能反映学员的学习效

果。 

王绶琯院士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思想，是一套完善的培养体系，从思想

到实践，都有自己独到的新颖简介。经过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培养

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也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完整、精湛，可以大力

推广，为我国的青少年培养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