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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建筑科普教育基地
科普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沈雪莲， 仉文岗， 刘 猛， 陈金华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科普教育基地，重庆 404100）

摘要：重庆大学建筑科普教育基地依托“土木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绿色建筑与人居环境营造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优势平台，面向社会开放建筑

与规划、工程建造、防灾减灾、建筑环境、绿色节能等领域的前沿科技资源，开展各类科普活动。重庆大

学建筑科普教育基地坚持“科研、教学、科普”协同发展的理念，从科普队伍建设、科普场所规划及管理、

科普内容开发、科普活动开展、科普作品产出五方面开展探索和实践，持续完善建设体系。在进行实验

室建设、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同时，深化科技资源的科普转化，促进科教融合，为我国科普事业建设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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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十三五”期末，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10.56%，实现“十三五”科普规划确定的超

过 10%的目标［1］，但在科学传播政策方面，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公民科学素质快速提高，但仍存在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不完善、高质量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3］。目前，我国高校整体科普

工作能力较弱，存在理念落后、缺乏顶层设计、意识薄弱、积极性低，以及科研成果科普转化成效差

等问题［4-5］。2022年，《“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再次明确指出依托科研、教育、文化等

现有力量，加强高等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和科普实践，鼓励和支持高校教师、学生开展科普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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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各类学校和科研机构要强化科普

工作责任意识。

重庆大学建筑科普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由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和建筑城规学院联合

建设，于 2022年获批“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基地”认真学习贯彻国家和重庆

市关于科普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以“科研、教学、科普”协同发展为理念，开

展科普工作探索和实践，促进学科发展与科普服务齐头并进，深化高端科技资源科普转化。本文梳

理了“基地”科普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经验，旨在与兄弟高校、科普同行共同探讨高校类科普基地开展

高质量科普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一、“基地”科普工作的理论思考

科普基地是开展社会性、群众性、常态性科普活动的重要场所［6］。目前国内科普基地大致可分

为教育场馆类、科研院所类、社会公共场所类等，不同类型科普基地的管理模式、建设方法、科普优

势及特色各异［7］。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也是知识创新的始发地与聚集地，拥有实验平台、展

教场所、专业人员等丰富资源，在科学传播方面兼具职责与优势［8-9］。“基地”认为坚持“科研、教育、

科普”协同发展的理念，切实把握创新发展的两翼，是长久发展的根本。将高端科技资源深度转化

为优质科普资源则是高校科普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需通过顶层政策引导、结构调整、项目介入等手

段，加强科研、教学、科普资源整合，实现融合互补，协同发展。此外，科普基地紧密围绕国家及地区

的科普事业建设方针，基于当地民众的科普需求及自身优势，确定科学的定位和目标，是指导科普

基地切实服务社会，开展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科普工作的关键。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条件、科普政策和支持力度等不同，科普资源的分

布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的科普资源投入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

大城市群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0-11］。“基地”拥有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一流学科）、

建筑学等学科科教资源，是一个具有突出地区特色、学科特色的重大工程类科普基地，是服务重庆

市乃至西部地区科普事业建设，缩小地区差距的示范性科普基地之一。

基于以上定位，“基地”持续完善建设体系（图 1），并制定以下科普工作目标：（1）“扎根重庆、立

足西南”，持续向西南地区青少年、产业工人等公众群体提供优质科普服务；（2）“面向西部、服务全

国”，形成品牌效应，提升辐射引领作用，助力重庆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3）“教

书育人、薪火相传”，在科研、教学队伍中培养优秀科普工作者、科学家，并将“科普教育精神”融入人

才培养过程，培养学生成为科普事业接班人，助力国家科普事业长远发展。

图1　重庆大学建筑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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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科普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一） 加强科普队伍建设

科普人才是资源科普化的中心要素，影响着其他要素科普化的成效［12-13］。高校教学科研及实

验人员长期从事一线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专业素质，但人员参与科

普工作的积极性低、缺乏专业的科普培训是目前影响高校高水平科普队伍建设的两大因素［13-14］。

“基地”科普队伍由建筑、土木、环境等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教师、工程师、实验师等组成（目前专兼职

人员30余人），由结构工程专家周绪红院士、杨永斌院士，岩土学科带头人刘汉龙教授担任首席科普

专家，青年教师作为科普主力，人员配比科学，年龄梯度合理，其中“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5人，“重

庆市院士专家科普讲师团”专家 6人。同时，学院党委各支部学生形成庞大的科普志愿者队伍。“基

地”通过以下四方面工作提升科普队伍水平。

一是发挥老科学家“传、帮、带”作用。在队伍中，前辈科学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以身作则，为

青年教师树立科学家榜样，传递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激励青年教师投身科普事业。

二是从“职称-绩效-酬劳”三方面，提高教职工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重庆大学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将科普工作纳入各系列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岗位高级职务的基本申报条件

考核范围；科普基地所属学院将科普工作纳入专任教师、技术、管理岗位人员的绩效考核；通过科普

基地运行经费、学校科普专项经费，为参加科普活动的人员发放科普酬劳。

三是加强科普人员培训，提升科普服务素养。科普基地专兼职人员通过参加重庆市中小学科

技教师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提升论坛、重庆市“雏鹰计划”指导教师能力提升活动，以及学习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科普能力提升课程，提升科普能力和素养。

四是加强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培养。“基地”学生办公室、学院党委各支部鼓励

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科普工作，并将科普工作纳入志愿者服务时长。此外，通过大学生科普作品创

新大赛、大学生科普能力竞赛、主题科普报告等活动，培养大学生科普志愿队伍的科普意识和能力。

（二） 提升科普场所设施条件

1.科学规划和管理展教场所

高校科普基地场地复杂性高，往往集科研、教学、办公、科普多重功能于一体。对展教场所合理

规划并有序管理，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基础。“基地”将建筑物理实验室、数字技术实验室、振动台实

验室、虚拟仿真信息化实验室等 10处区域整合为公共科普服务功能区，总建筑面积 6 855.85平方

米，可开展建筑、建造、环境等不同领域，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此外，“基地”从管理、维护、应急等

方面制定了健全的管理制度保障场地的有序使用。

2. 及时更新和建设科普设施

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科普设施，是开展多样化、高质量科普活动的重要支撑。“基地”科普设施主

要分为科技创新实体系统、数字化教育资源、展示性教育设施三类，前两类是重点建设对象。“基地”

及时将实验中心的前沿科学实验、重大科技成果进行科普转化，不断更新科普设施系统，目前，多功

能地震模拟振动台试验系统、大型结构试验系统、直流风洞系统、隔震与抗震体验房、智能钢筋绑扎

机器人等科技创新实体系统已应用于科普活动中（图 2）。随着数字实验室的建设，“基地”不断丰富

多媒体科普数字资源，并将工程建造模架构造、边坡工程、空调冷热源系统等 10余个虚拟仿真实验

系统应用于科普活动中（图 3），利用可视化信息技术营造逼真的工程模拟场景，并通过有趣的交互

操作，为公众带来深刻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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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高科普内容开发质量

科学研究内容对于公众而言，往往晦涩难懂。若未经合理转化直接用于科普，容易使公众难以

接受和理解，最终沦为“走马观花”式的展示性活动，导致科技资源无法真正意义地转化为优质科普

资源。“基地”通过科普研究工作了解公众需求及科学传播理论，并采用“科研-教学-科普”资源梯度

转化的方式，解决“科研”与“科普”在专业性和普适性上的“大跨度”问题，提高科普内容开发质量。

自 2010年国家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来，国家不断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

础地位，并通过一流课程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等举措，培养创新型、综合型人才［15-16］。“基地”积极

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内容，尤其在实验教学改革中，建设了“研学融合”实验平台、虚拟

仿真实验系统等具有学科前沿性、综合性的教学设施，增设了丰富的“两性一度”实验教学内容。以

上措施既是教学改革成果，又是科普内容开发的前期工作。“基地”在丰富的教学成果基础上，开发

了“智慧建造-透明空间”实验、人体表温与舒适性探究实验、工程建造虚拟仿真实验竞答等系列优

质的实验类、竞赛类科普项目。

（四） 提升科普活动影响力

大型科普活动是我国当前开展科普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具有投入经费多、公众参与度高、活

动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17］。近年来，“基地”积极配合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市委宣

传部等开展各类大型科普活动，例如，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基地”聚焦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

设、安全生产等热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仿生等科技发展前沿，设置了 12个具有鲜明学科特色

的专题讲座。此外，“基地”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开展常态化科普活动。

1. 增大对社会的开放力度

2020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公民一年中参观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的比例仅

为24.1%，低于参观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科普场馆的比例［18］。高校科普展教场所对公众的开放

服务力度整体弱于其他类型场所。“基地”在科学的展教区域规划和健全的制度支持下，协调科研、

教学、科普工作，加大开放力度，每年为中小学师生、高校师生、行业人士等群体举办大、中、小型参

观交流活动近100次。

2. 举办各类主题科普活动

近年来，“基地”开展了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科普活动，如“震所周知”建筑结构科普体验活动、

“山水城市 童话家园”主题科学体验活动、“城市建造魅力之行”主题科技实践活动等。活动依据传

播学 5W理论，从“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五个维度进行

设计，并通过“参观交流”“专家报告”“实践体验”等不同环节，形成系统化的科学传播过程。“参观交

流”帮助公众初步了解“基地”情况和活动主题；“专家报告”通过专家与公众的面对面交流互动，引

导公众深入了解科技知识背后的感人故事和深远意义，进而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实践活动”则让公

　　　　　　　　图2　隔震与抗震体验房　　　　　　　　　　　图3　工程建造模架构造虚拟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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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通过亲身体验、实践、探究，感受科学魅力。基地各类主题科普活动为公众带来了深刻美好的科

普体验，取得了良好的科普成效。基地代表性实践体验活动如表 1所示。活动特色主要分为以下 6
类：（1）前沿科技呈现；（2）沉浸式体验；（3）新技术应用；（4）实践创作；（5）实践探究；（6）知识竞赛。

基地代表性专家报告如表 2所示。报告特色主要分为以下 10类：（1）科技美学培养；（2）人文、

科技历史呈现；（3）揭示科技与国家发展、文化传承、百姓民生的关系；（4）揭示科学奥秘；（5）安全教

育；（6）科技前沿、行业前瞻介绍；（7）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8）责任教育；（9）科学精神启迪；（10）科

学家精神传播。

表1　代表性实践体验活动

活动主题

“建筑地下空间VR虚拟逃生”体验活动

“科普房模拟地震”体验活动（图4）
“3D打印未来城市/心中重庆”实践活动

“美丽家园沙盘搭建”实践活动

“桥梁结构制作”实践活动

“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流场”实验

“智慧建造-透明空间”实验（图5）
“人体表温与舒适性探究”实验

“工程建造虚拟仿真实验”竞答

“结构设计”体验竞赛

“建造季——建筑模型制作”竞赛

科普内容

建筑知识科普

抗震知识科普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知识科普

景观、建筑设计知识科普

桥梁力学知识科普

风工程知识科普

岩土工程知识科普

环境营造知识科普

工程建造、空调技术知识科普

桥梁结构知识科普

建筑知识科普

特色类型

（1）、（2）
（2）
（3）、（4）
（4）
（4）
（5）
（5）
（5）
（6）
（4）、（6）
（4）、（6）

表2　代表性专家报告

报告主题

土木工程结构的力学与美

探寻山城建筑的奥秘

畅游桥梁世界

当文物保护遇上现代科技

建筑与声音

建筑防火的秘诀

从“四川泸定6.8级地震”说起

结构风灾减灾：结构风工程介绍

大数据与建筑环境

“双碳”与我们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我国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

大国建造·筑梦未来

面向未来的土木工程发展趋势

认识桥梁

说说那些桥梁事故背后的故事

学习/学术历程一甲子

千年庭院为我打开一扇窗

用一部奋斗史告诉你 能翻转自己人生的人只有自己

所有的“无用功”都不会白做

科普内容

结构力学知识科普

建筑知识科普

桥梁结构知识科普

文物保护技术知识科普

建筑声学知识科普

防火技术知识科普

建筑抗震知识科普

风工程知识科普

环境营造技术知识科普

绿色节能技术知识科普

低碳技术知识科普

学科、专业介绍科普

学科、专业介绍科普

桥梁结构知识科普

桥梁结构知识科普

科学家成长经历分享

科学家成长经历分享

科学家成长经历分享

科学家成长经历分享

特色类型

（1）
（1）、（2）
（1）、（2）
（2）、（3）
（3）、（4）
（3）、（5）
（3）、（5）
（3）、（5）
（6）、（7）
（8）
（6）、（8）
（6）、（8）
（6）、（9）
（8）、（9）
（2）、（9）、（10）
（9）、（10）
（9）、（10）
（9）、（10）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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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走出去”进行科普

“基地”的周绪红、杨永斌、刘界鹏等科普专家多年来专注于培养广大学子的科学素养和家国情

怀，曾做客重庆南开中学、南渝中学、红岩小学等中小学，以及江汉大学、中南大学、深圳大学等高

校，与学生面对面互动，传授知识、引领价值，发挥大师育人示范作用。特色做法不仅获得了中国新

闻网、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网等媒体专题报道，还辐射了哈工大、湖大、北工大、川大等“双一流”高校。

“基地”的袁兴中教授近年来在陕西、黑龙江等地，面向当地湿地自然保护园区人员及社会公众，作

了题为《小微湿地设计与实践探索》《湿地修复技术与案例分析》等科普讲座，为当地的湿地保护工

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4. 借助互联网及新媒体平台

“基地”积极借助互联网开展科普活动，形成“线上”与“线下”互补的形式，扩大科普活动的辐射

范围和影响力。通过学校及学院网站科普专栏、公众号，进行科普活动宣传及报道，开展了“云上科

学营”“喜迎党的二十大，科普向未来”系列线上讲座，并通过哔哩哔哩、蔻享学术等平台进行同步直

播。此外，“基地”专家还做客各媒体平台，进行科学传播。2020—2023年，“基地”专家在媒体平台

的代表性科普座谈如表3所示。

（五） 加强科普作品产出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指出，依托现有科研、教育、文化等力量，实

施科普精品工程，聚焦“四个面向”创作优秀科普作品，培育高水平科普创作中心。“基地”认为科普

作品的产出是科普服务形成长久效应、基地提升辐射示范引领作用的关键。随着科普队伍的成长，

“基地”将加强科普作品产出作为后续攻坚工作之一。目前，“基地”已经凝练产出不同形式和内容

的科普作品，包括 “科学家故事”系列图文及视频作品（持续更新中）、《隐形课题——校园里的自然

　　　　　图4　亲子“科普房模拟地震”体验活动　　　　　　　　图5　“智慧建造-透明空间”实验过程

表3　近三年基地在新媒体平台代表性科普座谈

基地受邀专家

周绪红院士

仉文岗教授

谢辉教授

王宇航教授

黄国庆教授

杨庆山教授、刘纲教授等

媒体平台

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重庆卫视、重庆科教

频道、央视综合频道

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科普大讲堂》栏目

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科普大讲堂》栏目

重庆电视台科教频道《科普大讲堂》栏目

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

闻官方微博、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

科普内容

我国首次 6 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试

验在重庆大学成功完成

《殊胜大足》纪录片（图6）
声音也会致聋，这些元凶你了解吗？

魔幻山城，网红地标建筑如何拔地而起？

重庆大学风洞实验室

走进重大实验室，揭秘冬奥“科技范儿”（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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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科普图书、“小白学土木”青少年系列科普视频（持续更新中）等。

三、科普工作的经验和建议

（一） 依托资源优势，拓展特色形式

高校科普基地应充分把握自身优势和特色，开展基地建设、改革和科普工作。拥有学科领域的

科研和教学科技资源是高校科普基地的一大优势。高校科普基地应充分挖掘专业人才、实验平台

系统、科学研究和教学成果等资源，将其转化为优质科普资源，支撑高品质科普工作的开展。此外，

高校科普基地应依托资源优势，开发各类特色鲜明、沉浸式的实践探索类科普活动，激发公众兴趣，

培养公众创新能力。专家报告也是高校独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形式。高校科普基地应挖掘学科领域

与社会热点问题和行业科技发展前沿的契合点，针对不同层次群体需求，开展互动式的科普讲座，

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启迪公众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二） 探索创新机制，促进协同发展

持续创新是科普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19］。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科普”

的模式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19］。高校科普基地应与时俱进，充分应用新兴的技术、手段，为科

普活动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高校科普基地还应积极探索创新途径，促进新工科建设、人才培养、教

学改革等工作与科普工作的协同互进［20］，形成科普基地高效、长久的发展机制。

（三）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目前，我国多数科普活动以知识传播为主，在科学思想、精神层面的传播相对不足，公众对科学

认知较片面，难以形成深刻理解和反思［21-23］。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中，已

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作为科普工作的主线，科普进一步从“注重知识传播”转

向“社会价值引领”［24］。

高校科普基地在传播科学知识、方法的同时，应注重从多方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的真实面貌，

反思科学技术与国家战略、工作生活、道德伦理等层面的联系，提升科普深度，并通过“科学家进校

园”“科学家故事”等形式传播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故事与感人事迹，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

（四） 关注公众需求，改进科普模式

目前，我国科普活动仍存在“重组织，轻效果”的倾向，传统的科普理念使得科学传播活动仍不

够重视公众的反馈，缺乏对传播效果的评估［25］，公众处于知识传播的“下端”和“被动方”，参与感不

足，与科学的距离感强［26］。高校科普基地应加强科普研究工作，开辟公众反馈途径，了解公众科普

现状、需求，掌握科普工作前沿动态，开展公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并且依托实验室场馆设施、科

教仪器、虚拟仿真等资源，打造科学共同体情境，提升公众在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将“自上而下”

图6　《殊胜大足》纪录片 图7　走进重大实验室，揭秘冬奥“科技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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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改进为“双向沟通”的互动模式。

四、结语

近年来，“基地”从科普队伍建设、科普场所规划及管理、科普内容开发、科普活动开展、科普作

品产出五方面开展探索和实践，取得了理想的成效，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基地将继续

紧密围绕《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

划》《重庆市科普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文件要求，持续探索科普工作长效、良性发展机制，开发

建设具有品牌效应的科普活动，并加强与其他兄弟院校、行业机构的合作，为我国科普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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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work of architectur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 in Chongqing University

SHEN Xuelian， ZHANG Wengang， LIU Meng， CHEN Jinhua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100, P. R. China)
Abstract: Architecture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 in Chongqing University relies on the advantages of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Civil Engineering Experimental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Mountain Town 
Construction and New Techn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int Laborator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Green Building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other platform bases. It opens cutting-ed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fields of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green energy, carries out variou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The base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carries ou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rom five aspects: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ea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lace, popular science conten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outpu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s. While carrying out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reform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e base deep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base;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experiment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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