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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参加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 为进一步创新青少年科普活动形式，丰
富科普活动内容，推动新媒体科普活动的发展，2010年南宁市科协积极组织参与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中心举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进一步创新了青少年科普活动形式，丰富了青少年科
普活动内容。
 （4）扶持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科技辅导员培训加强 南宁市科协在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和学校
中，广泛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的申报工作，以项目资助方式支持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的建设和
发展。
已收到申报资助项目15个，经组织专家评审，予以立项13个。
经市评审委审定，对13个予以立项的项目共资助5万元。
有效整合和利用社会科普资源，进一步提升南宁市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水平。
 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质量和作品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辅导员的素质。
市科协在广西青少年科技中心的帮助下，举办2010年南宁市科技辅导员培训班。
邀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委、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专家安琪、刘英健、周又红到南宁市就“关
于青少年创新活动的实践与思考”等问题进行培训。
12县区所辖学校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工作者、市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有关负责人约360人参加了培
训。
此后进一步组织参加由中国科技辅导员协会与中国科协共同举办的“围绕提高小学科学课程科技教师
实施科技教育的整体能力与综合素质核心内容展开”的科技辅导员培训、“2010年广西青少年科学DV
骨干教师培训班”和“2010年广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培训班”、“青少年快乐科普体验”项
目试点科技辅导员培训班，共有30名教师接受了培训、2011年“阳光少年，成长快乐”科普体验展示
活动。
通过组织培训，提高科技辅导员的素质，为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3.4.3 青少年科普示范基地与科技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青少年科普基地、科技教育活动场所的建设，是
开展适合广大青少年成长需求的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制约性环节。
 为加强青少年科技教育场所的正确导向，形成有利于培育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条件和环境，近十年来，
南宁市科技局等单位先后认定和命名了44家市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30个青少年科学工作室、10个
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的建设在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提高广大青少年科
技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社区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开展，从2008年开始，在南宁市设立“南宁市青年科技奖”，每两
年评审一次，由市科协牵头，市科协、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联合组织实施。
极大地推动了青少年科普示范基地的建设。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宁市科普工作调研报告>>

编辑推荐

《南宁市科普工作调研报告》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宁市科普工作调研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