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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地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人员如何做好科普科教工作· 

学科融合视域下普通地质学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读本构建构想 

尹睿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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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行星科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有

机结合，激发青少年对地球与行星科学的兴趣并培养

学科后备人才，成为重要课题。学科融合视域下的普

通地质学读本为科普科教工作提供了新路径，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和可行性。读本教学以跨学科知识整合

为核心，打破学科壁垒，融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和内容体

系。其优势在于拓展知识广度、提升学习兴趣、培养

综合能力，有效解决传统教材内容单一、案例陈旧、

形式枯燥等问题。读本构建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

确保内容科学准确、逻辑结构清晰、案例真实典型，

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知识框架；融合性：打破学科界限，

整合多学科知识，采用案例教学、问题探究、实践活

动等多元化教学方法；趣味性：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

图文并茂的形式和活泼的语言，增强吸引力和参与

感；实用性：贴近学生实际，关注社会热点，提供实

用知识和技能，引导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际生活。

内容框架涵盖地球系统科学、生命演化与环境变迁、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模块，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地

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生命演化规律以及资源环境

问题。编写策略包括：案例教学：选取典型地质现

象或事件，引导探究式学习；实践活动：设计野外

考察、实验模拟等活动，增强实践能力；信息技术

应用：利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地质

场景，提升教学直观性和趣味性。学科融合视域下

的普通地质学读本是教学改革的创新实践，也是地

球与行星科学科普科教的重要工具。通过科研与教

育的深度融合，科研人员能够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激发青少年探索热情，为培养未来学科

后备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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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地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人员如何做好科普科教工作· 

学科势能向科普动能转化：高校新媒体地学传播的

“地质信使”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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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地质信使”公众号运营实践，系统

探讨高校主导建设地球科学类新媒体科普平台的理论

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以行动研究法为核心，结合网

络民族志与大数据分析方法，构建了“政策驱动-学科

支撑-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四维模型。建设实践中，

平台积极响应《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年）》政策导向，依托贵州“世界地质公园”资 

源优势，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载体，历时三年完

成从实验室信息平台（2022 年）向专业科普平台的转

型升级。通过建立“双师指导制”（专业教师+传媒导

师）和“内容三审制”（学生初审、导师复审、专家终

审），确保科普内容科学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截止

目前，累计发布推文 2000 余篇，内容建构采取“三级

矩阵”模式：基础层（矿物/岩石/古生物等学科知识）、

应用层（宝石鉴赏/地质灾害防治/资源勘查技术）、价

值层（地质精神传承/生态文明建设）。运营数据显示，

传播效能在热点关联型推文、争议性议题以及弘扬科

学家精神等主题表现较好，如哀牢山地质现象解读推

文阅读量达 46 万余次。但同时需把握专业性与通俗性

的表达平衡、热点响应与长效价值的定位平衡以及技

术应用与人工创作的协同平衡等。揭示了高校在科普

新媒体建设中的独特优势：①学科交叉优势形成“地

质+传媒+教育”复合型团队；②学术资源库提供持续

内容供给；③实践育人机制实现“科普创作+双创教

育”闭环培养。未来将持续升级“四维模型”，形成

“TRIP”模式：技术赋能（Technology-enabled）构建

智能创作系统，需求导向（Requirement-oriented）建

立用户画像数据库，IP 孵化（IP-incubation）开发虚

拟数字人科普员，平台拓展（Platform-expansion）打

造“公众号+短视频+研学营地”立体矩阵，计划构建

“线上传播-线下体验”的立体化科普场景。同时，特

别强调在 AI 时代构建"人机协同"内容生产机制，建立

公众号为核心范围的地质知识图谱以提升科普内容的

准确性与传播效率。本实践研究为高校科普能力建设

提供可复制范式：通过整合学科资源、创新传播机制、

构建协同生态，有效破解传统科普存在的传播力弱、

持续性差等痛点，使账号关注人数增长率显著提升，

验证了其推广价值。形成的“四维模型”与“TRIP 模

式”对同类平台建设具有参考价值，为新时代地质文

化传播与科学素养提升提供高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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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地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人员如何做好科普科教工作· 

科学传播的范式革新：技术赋能与公众 
共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李朋伟1，高俊文1*  
1. 上海科技馆，上海 201306 

地球与行星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对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过于专业和深奥的科学研

究与公众认知之间仍存在显著鸿沟，尤其在复杂理论

和前沿技术的传播过程中更为明显。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推动科研人员从“知识生产者”向“科学传播者”

转型，构建高效、可持续的科普科教体系。具体总结

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明确目标定位。建立以需求为

导向的科学传播体系，做差异化科普内容，如青少年

群体：通过 XR 技术模拟火山喷发、陨石撞击等场景，

激发好奇心，开发“地学科普卡牌游戏”，将岩石类

型、构造运动等知识融入互动体验；普通公众群体：

针对气候危机、能源转型等热点话题，采用“数据可

视化+故事化叙事”手法，制作科普短视频，揭示人

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政府公务群体：聚焦地质

风险预警、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议题，提供基于科学证

据的决策支持报告。二、强化科研人员的科普能力建

设。1、做好双轨制培训：邀请专业培训，将论文成

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图文、视频内容；设立“科研人

员科普津贴基金”，鼓励参与科技馆常设展区设计和

中小学课后科学课程开发等项目，并纳入绩效考核体

系。2、可视化工具的应用：掌握开源数据可视化软

件和 AI 绘图工具，快速生成交互式数字孪生模型。

三、创新科普载体与模式。1、新兴技术驱动沉浸式

体验升级：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博物馆，用户

可通过数字身份参与交互场景；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分

析用户兴趣标签，动态生成定制化知识图谱。2、游

戏化与社会传播创新：开发基于区块链的行星资源采

集游戏，玩家通过完成科研任务获取虚拟矿物标本，

部分收益反哺科研项目；发起地球密码解码者话题，

鼓励公众深度参与（如通过气象 APP 记录城市热岛

效应），优秀作品由科研团队标注专业解读并推荐至

学术期刊可视化专栏。3、跨媒介叙事与艺术跨界：

科幻影视 IP 科学顾问制，开发行星科学音乐节等节

目。4、特定受众群体精准科普：开发银发族地球健

康课堂，创客群体的开源硬件套件等。四、构建协同

合作的科教生态系统。科研机构与媒体深度融合，确

保报道专业性与传播性平衡；建立全球地球观测众包

网络，用公众智慧反哺科学研究。综上所述，未来的

科普工作应形成“技术赋能-公众共创-价值共生”的

闭环生态。科研人员需突破学科壁垒，善用游戏引擎、

生成式 AI 等工具重构知识传播路径，同时通过公民

科学项目激活社会智慧。唯有让科学知识渗透至日常

生活的每个场景，才能真正实现“人人都是行星守护

者”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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