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7 年，《“十三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指出加强科普创作人

才培养，推动科研人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跨界合作，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传播的能

力，创新科普讲解方式，提升科普讲解水平，增强科学体验效果。2022 年，《“十

四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在“十三五”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建立健

全培训体系，研究制定科技工作者科普能力提升培训大纲，广泛开展面向科普从

业人员培训。同年，9 月 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

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广泛开展科普能力培训，

加强对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加强科普队伍的建设。《中国科普统计 2019

年版》显示，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均出现增长，达到 187.06 万人，比前

一年增加 4.80%；其中，中级职称及以上或本科及以上学历专职人员 15.16 万人，

比 2018 年增加 10.98%，占科普专职人员的 60.60%。随着科普队伍的壮大，对

于科普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需进一步思考，团队在前期调研中发现，近 8 成科

普人员继续教育需求强烈，但目前各省市暂无完善的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

这无疑不利于科普人员的培养。 

《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是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和湖南科普作家协会共同发起，并邀请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安徽省科普作家协

会、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山东省科普作家协会、宁夏科普作家协会、湖北省科

普作家协会、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深圳市科普教育中心、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

福建省科普作家协会共同起草。该标准计划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23 年年会期

间正式发布。 

2.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提出阶段：2023 年 5 月 20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国科普

研究所和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共同协商，决定牵头起草《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体系》，并邀请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安徽省科普作家协会、浙江省科普作家协

会、山东省科普作家协会、宁夏科普作家协会、湖北省科普作家协会、四川省科



普作家协会、深圳市科普教育中心、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福建省科普作家协会，

成立了以黎志宏、王大鹏为组长，李艳群、赵丽萍、何英、鲁琼、黄荣丽、盛丽

娟、张孟喜、潘茜、邓艳红、周雅琴、罗园、邓雨茜、苏青、付萌萌、江世亮、

杨多文、季良纲、徐永成、杨鹏斌、宋珠珠、乌珠热、辛世民、张洁、陈戈为组

员的标准起草工作组。 

（2）立项阶段：2023 年 7 月 5 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团体

标准立项评审会，会议邀请原国家标准委高级工程师刘霜秋、科普时报社社长尹

传红、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院士赵新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叶盛、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魏红祥担任评审专家。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科普宣传专委会

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宣传部主任赵丽萍代表标准起草工作组向评

审组进行了答辩说明。经专家组评审，对《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予以立

项。 

评审会上，各位评审专家就标准相关文件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7 月 6 日至 7 月 12 日，标准起草小组就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如下： 

1）“科学传播专业技术人员”建议改为“科普人员”，同步修改标准名称； 

修改说明：草案和申请书中均已将“科学传播专业技术人员”统一修改为“科

普人员”。 

2）标准名称和定义的英文对应词需确认； 

修改说明：草案中和申请书中已确认“科普”英文名为“science popularization”、

“科普人员”英文名为“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er”。 

3）“科学传播”定义斟酌一下，是否有现行标准中定义可以引用； 

修改说明：标准中已删除“科学传播”这一术语。 

4）体系中有关内容的颗粒度不一，如“培训时间”已经精确到小时，其他

内容还仅是框架性的描述或概述； 

修改说明：培训体系框架已重新进行了修改，各部分内容均为框架性描述或

概述，对于颗粒度细小的表述均以删除。 

5）第 7 章中删除有关行政授权的表述； 

修改说明：已删除第 7 章中有关行政授权的表述。 

6）第 8 章中培训师、学员、基地的准入条件建议要有来源依据；  



修改说明：原第 8 章中培训师、学员、基地的准入条件等颗粒度与整个体系

框架不匹配，进行了删除。 

7）附录 A 建议修改为培训体系框架，体系框架内容不用“指标”表示，建

议换个表述； 

修改说明：附录 A 名称已改为“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指标”一

词根据查阅资料和团队成员意见统一改为“条目”一词。 

8）立项申请书和草案中有关人员表述建议一致； 

修改说明：立项申请书和草案中有关人员的表述均进行了统一，如“科普人

员”、“教学人员”等。 

9）正文中有些内容仅表述了湖南的有关要求（如附录 A 体系 3.8 条），进一

步研究，确认全国培训的有关要求。 

修改说明：正文中有关行政区域性表述均已删除。本标准已邀请全国 10 个

省份的科普作家协会参与，该标准制定符合全国培训的有关要求。 

通过总结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标准起草小组形成第一版修改稿。 

（3）启动阶段：7 月 14 日召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团体标准《科普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体系》启动会，会议正式成立起草工作组。会上，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

科普宣传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宣传部主任赵丽萍代表标准

起草工作组向各起草单位代表就前期的工作进行了说明。启动会上，各起草单位

就标准具体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或以回函的形式提出修改意见。 

（4）起草阶段：计划自 2023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28 日，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进行初稿编制。7 月 14 日至 7 月 25 日，起草工作组向 12 家单位发送征求意见

函，于 2 周内，收到 11 个单位的回函，共包括 62 条建议，针对各单位意见，起

草工作组共采纳意见 50 条，部分采纳 3 条，未采纳 9 条。具体建议及修改情况

详见《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草案）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形成第二

版修改稿。 

7 月 26 日，起草工作组就标准草案开展线上讨论会，会上就各单位的修改

意见进行了修改说明，并邀请苏青（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协会）、付萌萌（北

京市科普作家协会）、季良纲（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杨鹏斌（宁夏科普作家协

会）、杨多文（安徽省科普作家协会）、黄容丽（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了主要执



笔组，并对各专家进行了分工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各章节，安排如下： 

任务 责任人 

总指导 王大鹏、黎志宏 

引言和前言、全文统稿 李艳群、赵丽萍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概述、培训目标及原则 季良纲 

培训内容 杨鹏斌 

培训管理 苏青 

培训考核 付萌萌 

人才建设（新增内容） 黄荣丽 

核心起草团队于 8月7日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会议室就修订版标准草案与中国

科普研究所、中国标准协会的专家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进一步完善了概念界

定、各章、条文字表达。同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标准协会专家对标准制

定整体过程进行了质量控制。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国科普研究所和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共同

牵头组织，邀请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安徽省科普作家协会、浙江省科普作家协

会、山东省科普作家协会、宁夏科普作家协会、湖北省科普作家协会、四川省科

普作家协会、深圳市科普教育中心、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福建省科普作家协会

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黎志宏、王大鹏、李艳群、赵丽萍、何英、鲁琼、黄荣丽、盛丽

娟、张孟喜、潘茜、邓艳红、周雅琴、罗园、邓雨茜、苏青、付萌萌、江世亮、

杨多文、季良纲、徐永成、杨鹏斌、宋珠珠、乌珠热、辛世民、张洁、陈戈。 

任务分配：黎志宏、王大鹏任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及整体质量把关工作。李

艳群、赵丽萍、何英、鲁琼、黄荣丽、苏青、付萌萌、季良纲、杨多文、杨鹏斌、

盛丽娟、潘茜、邓艳红、周雅琴、罗园、邓雨茜、张孟喜为本标准主要持笔人，

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江世亮、徐永成、宋珠珠、乌珠热、辛世民、阿蔺之

张洁、陈戈为起草组员，负责对国内外科普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

时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外资料，并根据自身科普经历总结经验，并对标准内容分

析及查证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及产业发展的原则，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

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

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GB/T 32844—2016 科普资源分类与代码 

GB/T 41555—2022 科普服务分类与代码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 8 章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培训体系概述、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管理和培训考核，以及附录 A（资料

性附录）和参考文献，其中： 

第 1 章范围中提出，本文件规定了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的总体框架，

明确了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管理、培训考核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本文件适

用于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建设。表明本文件是科普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用文

件，可指导各省市开发相应的科普继续培训，具有专业性和广泛覆盖性。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明了国家标准《GB/T 32844—2016 科普资源分

类与代码》《GB/T 41555—2022 科普服务分类与代码》作为本文件的起草、相关

术语和定义的参考依据。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中，界定了科普、科普人员、科普人才、科普研究、科普

实践、科普创作、科普作品和继续教育。规范关键性定义，可促进使用者理解本

标准内容，也可供未来相关政策文件引用。 

第 4 章培训体系概述中，规定了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总体思路，从而

规范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活动的开展。 

第 5 章培训目标中，规定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的具体要求，并

细化每一部分目标的具体内容，以期通过系统化培训，以期让学员形成对科普所



涉及的理论知识、技能知识等系统的认知，并结合自身所具备的条件、资源等，

能够将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开展科普研究或科普实践的能力，最终增强学员的科

普兴趣和社会责任感，形成良好的科普态度和价值观。 

第 6 章培训内容中，规定了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应从科普政策、科普理论、

科普实践及科普研究 4 个方面进行，并细化各个方面教学内容，以期为各级单位

组织开展科普继续教育提供参考。 

第 7 章培训管理中，包括培训主办单位管理、教员管理、学员管理、培训场

所管理、科普实践教学基地管理、组织管理 6 个部分，前 5 个部分具体规定了应

满足的基本条件和管理要求，第 6 部分具体要求了培训形式、培训方法、培训时

长，通过规范化管理保证科普人员继续教育的过程质量。 

第 8 章培训考核中，明确考核对象，规范考核方式，统一考核内容和考核结

果，确保合理评价培训效果。 

附录 A（资料性附录）中，补充说明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课程示例，为科

普培训单位制定培训内容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中，列出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法律法规及科普相关政策

性文件，是本文件的相关术语、定义和内容的参考依据。 

各章节起草依据见下表： 

章节标题 依据 

1 范围 根据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相关的国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主要参考《GB/T 41555—2022 科普服务分类与代码》和

《GB/T 26997—2011 非正规教育与培训的学习服务术语》，

并结合专家意见。 

4 培训体系概述 参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 号)》

《GB/T 29359—2012 非正规教育与培训的学习服务质量

要求总则》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根据继续教育现行的通用做法，结合专家意见。 

5 培训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参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人社部令第 25 号)》和《GB/T 29359—2012 非正规教育与

培训的学习服务质量要求总则》，结合专家意见。 

6 培训内容 

 

参考《中国科普政策法规汇编（1949－2018）》《“十四五”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

若干意见》《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和

《健康中国知识读本》，提炼并总结各省市相关培训内容，

结合专家意见。 

7 培训管理 

 

参考《GB/T 29359—2012 非正规教育与培训的学习服务质

量要求总则》《DB3301/T0200—2018科普教育基地管理与服

务规范》和《GB/T 42421—2023 数字科普资源质量要求》，

根据继续教育现行的通用做法，结合专家意见。 

8 培训考核 

 

参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 号)》

《GB/T 29359—2012 非正规教育与培训的学习服务质量

要求总则》和《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根

据继续教育现行的通用做法，结合专家意见。 

附录 A（资料性附

录） 

参考《中国科普政策法规汇编（1949－2018）》《“十四五”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

若干意见》《中国科协科普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和

《健康中国知识读本》，提炼并总结各省市相关培训内容，

结合专家意见。 

参考文献 起草中参考的科普相关的法律、民政部和中国科协部门规

章、基础性国家标准、民政部发布的行业标准及相关政策

性文件。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构建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供科普培训管理者参考使用，旨在构建标

准程序及模式，以期在短期内壮大我国科普队伍，培养更多的科普人才，提升科

普人员整体素质，完善科普体系，发展科普事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化文件制定前，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科普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需求，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湖南科普作家协会相关

专家就该标准的立项和起草已开展 2 次讨论会议，完成《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体系》立项，并确立该标准的基本框架。标准起草小组已经开展 2 论讨论，已形

成《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征求意见稿）》草案。 

本标准化文件起草过程中多次调研全国优秀的科普教育基地，对有关项目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论证，通过研讨会议、专家函询等形式多次征求了有关方面的

意见，标准技术内容较为成熟，具有可执行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研究将构建适宜各行各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让科技工作者、

青年学生及学者、科普爱好者、科普志愿者等通过系统化的继续教育，掌握科普

的先进理念、技术和方法，促进其成为科学传播的第一线，负责将科学知识和信

息传递给公众。 

构建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有助于促进各行各业专业人员成为合格科

普人员，在短期内壮大我国科普队伍，促进人才培养，完善科普体系，发展科普

事业。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系列标准化文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化的方针政策，符合

《“十三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设规划》、《“十四五”国家科普与创新文化建



设规划》、《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目前，国内暂未见系统的科普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

该标准填补了国内科普人员继续教育领域的空白。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化文件在完成后续批准实施程序后，建议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牵头与

各省科协协商，各省级科协领导根据该标准组织专家制定因地制宜的科普培训，

并在各省市进行试点培训。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