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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等文件精神，北

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简称“北大教育财政所”）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举办了科学教育财政支持策略研讨会，旨在深入探讨当下科学教育的实践现状、

财政投入、存在问题和改进策略。会议邀请到来自东中西部财政局、教育局、教

科院、教育评估院等不同机构的同志分享。会议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科学教

育的地方实践、科学教育的支出核算以及科学教育的投入策略，现综述如下。 

一、科学教育的地方实践 

不少地方已经出台了科学教育政策方案。温州作为全国首批科学教育试验区，

在地级市中首个出台中小学科学教育实施方案，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全市协同的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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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教育工作体系。2024年，温州出台《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力监测三年行动

计划》，在 2024年、2025年以及 2026年分别完成对初中、小学以及普通高中科

学教育发展力监测。这一监测不仅关注结果，同样也关注过程和投入。2022年，

杭州市教育局也依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深入开展生态文明

教育活动的通知》，开展生态考核，专列科学教育考核指标，引导学校发展科学

教育。天津市教委等十五部门在 2023年发布《关于印发<天津市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的若干举措>的通知》，形成教育部门与科学系统统筹、专业部门

与校外基地场馆支撑以及学校间资源互助的三联动工作机制，同时构建了一套科

学教育的评价体系。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实施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三年

行动计划，建立了教育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科学教育工作机制，从课

程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活动、赛事平台、师资培养、条件保障等方面强化顶层

设计，持续优化科学教育体系和资源导入。部分与会同志反馈，科学教育管理归

属部门不清，目前基础教育司和课外监管司同时涉及，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明确。 

各地正在建设满足科学教育需求的课内外场地设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和政县共建设科学功能教室 45 间、综合实验室 27 间、创客教室 12 间、数学地

理教室 3 间支持科学课堂教育。此外，和政县还在 2024 年建立全省规模最大、

品类最全、涉及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综合研学基地，推动课堂外科学教育的发展。

杭州市西湖区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建设虚拟实验室，并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宣传科学

知识。例如，通过与博物馆进行合作开展科普宣传，与科技公司（M511 光影科

技中心）合作开展共建共享，调动科技资源服务于周边学校。上海市宝山区将科

学教育拓展到课堂外，在全区联合了 15个部门（发改、环保、卫生以及文旅等）

进行资源整合，甚至将乡村田野变成科技教育大课堂。但是，即使在东部地区，

也存在科学教育场地设备的配比不足、城乡差异以及使用频率不高等问题。温州

市科学教育发展力监测发现：（1）大部分学校的物理、化学、生物只能满足小组

实验而无法满足单人实验；（2）生物实验室配比率低于物理和化学实验室；（3）

乡村学校实验设备配备严重不足。此外，也有同志反映科学教育实验设备使用频

率不高的问题。 

部分地区介绍了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教育教学实践。上海市宝山区一方面建设

人工智能平台，接入 DeepSeek 充分用好虚拟教学助手；另一方面与上海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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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联合举办“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大赛，以孩子天性为出发点，将提出问题视

为科学教育的起点。杭州市西湖区则在调研老师、学生、家长多方需求后进行课

堂教学改革，开展航模、车模、编程、头脑创新思维以及机器人竞赛等多种科学

活动，并将科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学活动交叉融合。为打通教育需求→产品研发

→产品测试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阿里系创办了“云谷小学”，由阿里教育、科创

两个部门派技术人员驻校参与到课堂中，对接教师对于技术辅助课堂的需求，解

决“开发归开发、需求归需求”的实践痛点。此外，家庭对于科学教育的投入也

是杭州市西湖区科学教育的亮点，西湖区家长通常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选择

与科学相关的不同赛道进行培养。天津市教科院对国际上 STEM 课程体系进行

梳理，计划形成适合天津市的 STEM课程体系，并将其作为天津市地方课程。不

过，也有参会同志反映了当前科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杭州市西湖

区同志反馈，在送教上门对偏远地区进行帮扶时，音乐、美术课开展相对顺利，

但涉及到实验操作、设施设备的科学课则开展相对困难。和政县同志指出，学校

虽普遍开设科学教育课程并组建很多社团，并从 2020 年开始组织全县中小学机

器人大赛，但是具体实施效果有待考证。温州同志则反映，科学类校本课程以及

科技类社团比例不高且科普进校园活动存在城乡差距，主城区的学校明显高于乡

村学校。 

与会同志还交流了科学教育教师供给方面的情况。在教师配置方面，天津市

要求每个学校至少有一名具有理工科硕士学位的专业科学教师，同时建立科学教

育合伙人的机制，聘任专家学者担任科学副校长，实现校内校外双科学教育副校

长，课内课外双科技辅导员。杭州市西湖区每所小学均配置科技副校长，且主要

来自于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和政县虽然要求配备科学校长和科学教师，却是以兼

职为主。在教师培养方面，天津市计划从师范教育、在职教师培训以及引领计划

等三方面入手优化师资培育，特别是科学类的专职教研员队伍的建设，打算建成

市—区—校的教研员体系。上海市宝山区参会同志提出，可以通过分解教师角色

来解决科学教育教师缺乏的问题。将教师分为教学设计师、主讲师（感染力）、

学习陪伴师以及技术支持师，很多教师至少可以作为学习陪伴师或技术支持师参

与到科学教育中。部分参会同志指出了当前科学教师配置和培养所存在的一些问

题。和政县同志指出，科学教师培训虽然能够覆盖全县科学教师，但培训效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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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证。上海市宝山区同志指出，广大的理工科存量人才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应

破除在业界工作的理工科专业人才参与科学教育的阻碍，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放宽

其提供科学选修课的教师资格证要求。 

二、科学教育的支出核算 

西湖区、柯桥区、辛集市的同志介绍了科学教育的支出核算情况。需要强调

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支出核算的比较需要谨慎。 

杭州市西湖区的科学教育支出核算口径主要是科普活动经费，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科技节、科技社团、科技比赛的设备购置耗材及差旅交通支出；二是科学教

师、科技辅导员、社团外聘教师的人员经费和劳务支出。西湖区 2017 年受财政

部委托对不同规模的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支出调查，初步核算后发现：一所城区小

学生均为 1212 元，一所偏远小学生均为 728 元，一所城区初中生均为 2396 元。

三所学校对比可以发现：初中高于小学，城市高于农村。2024年在同口径条件下

对两所小学的科学教育支出进行统计，生均分别为 1199.5元和 1183 元，整体与

17年差别不大。不过，上述核算的大头在人员和劳务支出，若仅考虑第一类支出

（设备购置耗材及差旅交通支出），生均则在 18.7元～49.5元之间。 

柯桥区的测算不包含科学教师辅导员的人员经费和劳务费。在义务教育阶段，

40 所学校的科学教育总支出为 444.43 万元，生均为 49.66 元。其中初中总支出

为 263.51 万元，生均为 35.81 元；小学总支出为 180.92 万元，生均为 28.45 元。 

基于教育费用功能分类改革，辛集市归集了科学课程试验费用、小学科学和

中学物化生课程课堂教学费用、科学社团费用、科技馆费用、科技节费用以及其

他科学教育费用（含科学教育人员经费）。在 34 所试点学校中，2024 年生均科

学费用为 64.13 元。班均科学费用为 2251.01 元，其中最高班均为辛集市某高中

（17163元），最低班均为某农村教学点（95.07 元）。智育费用中科学教育费用平

均占比 12.77%。34 所学校中有 3 所学校有科技社团费用，科技社团费用占科学

费用的平均比例为 8.67%；34所学校中有 8所学校有科技馆（室）费用，科技馆

（室）费用占科学费用的平均比例为 43.63%；34 所学校中有 9 所学校有科技节

费用，科技节费用占科学费用的平均比例为 14.17%。 

其他与会同志就科学教育的投入和支出情况提供了多方面信息。和政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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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全县各级学校大约将公用经费的 5%用于科学教育。温州通过对 158 所初

中进行调研后发现，家庭科学教育的支出主要有：科学书籍生均 271.36 元，科学

玩教具生均 149.30 元，科学类兴趣班生均 535.46 元。天津在素质拓展教育方面

有 200 元/年的生均拨款，涵盖在生均公用经费拨款中。部分地方针对科学教育

设有专项经费。2025 年浙江省计划为中学（包括高中）投入实验设备购置专项经

费 2.5亿元。2025年天津市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作为中小学大型仪器设备采购专

项，共计 1.85 亿元。和政县为支持两个学校配备科学教育实验室共筹措 173.96

万元，此外利用民族地区的特殊补助申请到 40 万元为梁家寺东乡族乡初级中学

配备物理实验设备。 

三、科学教育的投入策略 

围绕科学教育的投入策略，与会同志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在已有的拨款机制下支持。有同志提出，无论是开展探

究性或是体验式的科学教育，这都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不应割裂开

来。既然没有针对美术体育音乐的专项资金，也不应该有针对科学教育的专项资

金。义务教育就改薄和城乡统筹两笔钱，科学教育实行专项是对其他学科教育的

不公平。建议运用“提高生均拨款+改革教育评价”的投入策略，赋予学校经费

自主权，引导学校将更多资源配置给科学教育。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设立科学教育专项拨款。有同志认为，多数教育专项在特

定的时期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科学教育专项十分有必要。如果缺乏新增投入，

可以调整结构，设置与科学教育有关的专项。例如，在县级市城市人口超过农村

的背景下，以前设置的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是否可以在农村投入中减少

一部分，以及贫困生的资助是否也可以相应减少，调整到当下非常关注的科学教

育专项中。在实施路径上，有同志围绕以下三点建议支持设立科学教育专项拨款：

（1）建立省、市以及区科学教育专项拨款，明确资金使用范围，例如用于设备

采购、课程开发以及教师培训等，同时推动把科学教育经费占比纳入义务教育财

政考核指标；（2）设置教师专业发展基金，支持教师参加与周边科研单位的合作

和交流；（3）加大吸收社会资源，共同开展科学教育送教上门等山海合作项目。

还有同志认为，专项经费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更直接的作用，应围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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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内容进行设置：（1）设置科学教育活动经费用于保障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日常

活动；（2）设置中小学科学赛事专项经费，加强中小学科学赛事的组织和举办；

（3）设置科学设备专项经费，可以以省市为单位进行集中采购，再通过学校进

行集中配发；（4）设立科学基金，资助科学教育项目。 

还有同志从科学教育的本质出发讨论了投入问题。科学教育不应是昂贵教育，

不应该变成科技企业进校园的商机，而应该因地制宜，重在形成对科学教育的认

知。玩泥巴和玩乐高都可以做好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本质是科学精神的培养。

从孩子好奇、好玩、好胜的天性出发，不妨放宽竞赛白名单管理的限制，广开科

学教育的赛道，允许更多科学竞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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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2025年第 8期（总第 273期） 

“教育强国建设与校外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综述 

摘要：本次论坛从立法保障、课程建设、教师发展、协同育人等多维度深化了校外教育

高质量发展理论认知，展现了北京地区校外教育改革的先锋探索。嘉宾分享内容包括：西城

区少年宫“三率、三性、一特色”课后服务模式的实践探索；密云区少年宫以教师专业成长

为核心的区域校外教育生态化发展模式；丰台区少年宫以质为核心、校外教育高质量课程赋

能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公益性校外教育机构一学校一家庭”协同育人制度的构建；

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校外教育与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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