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专题分会场设置情况

1.科学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

内容：聚焦科学教育的政策支持、区域实践、学生实践

与创新能力培养、课程与教学创新、资源建设与共享、区域

协作与生态共建等，拟邀请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以及在

科技教育领域各具特色的学校、机构负责人交流经验，研讨

问题，深入探讨实验区与实验校的实践探索与未来发展愿

景。

2.科学教育的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

内容：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对比分

析国际科学教育的前沿理念与我国本土化实践的融合路径。

邀请国内外科学教育专家及政策制定者，分享中国科学教育

“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典型案例，探讨如何通过国际合

作项目、课程标准互鉴、师生交流等方式，提升我国科学教

育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3.前沿科技转化与科普研学实践

内容：围绕前沿科技成果如何实现向科普资源转化,注

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跨领域协作。设置学术报告、实践

案例分享、专家对话等多元环节，邀请科研院所代表、科教

工作者、一线教师、科普场馆负责人等专家大咖，共同探讨



如何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研学内容，推

动科普研学从“形式创新”向“内涵深化”升级。

4.人工智能赋能青少年科学教育

内容：聚焦人工智能与中小学教育的深度融合，探讨如

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培养创新思维

与实践能力。邀请人工智能教育专家、科技教育专家、政策

制定者、科技企业代表等分享前沿的AI教育应用案例，共同

探索如何以AI赋能科学课堂，推动科学教育向更智能、更开

放、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发展。

5.智能时代的科学教师精准培养体系构建

内容：探讨AI技术如何通过虚拟实验室、知识图谱和智

能评测系统重构教师培养模式等，分析当前师范院校融合课

程、智能教研平台等实践案例及面临的伦理与素养挑战，并

提出精准培养体系的发展路径，为推动科学教师的智能化培

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6. AI赋能跨学科课程创新与设计

内容：聚焦传统课程体系滞后于科技发展的问题，探讨

如何通过STEM/STEAM教育框架、跨学科整合路径、前沿科技

进课堂重构课程等内容，邀请课程设计专家、科学家、教材

编委及一线教师，分享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案例，为科学教

育提供“基础性-拓展性-前沿性”分层课程方案，助力学生

适应未来科技社会。

7.面向思维发展的科学课堂模式



内容：针对传统课堂重知识轻思维的痛点，研讨探究式

教学、项目式学习、AI赋能课堂等创新模式。聚焦科学课堂

中思维培养的落地实践，以“问题解决”为主线，深入探讨

如何让思维发展贯穿教学全过程，为不同学段、不同教学条

件的教师提供具象化参考。

8.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培养

内容：围绕项目式学习与创新能力培养，深入探讨如何

通过真实情境的跨学科项目设计，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

践能力。聚焦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在人工智能、STEM等前沿领

域的应用策略，分享可落地的课程案例与评价方法，剖析城

乡教育资源差异下的差异化实施路径，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从

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助力核心素养导向的科学教

育变革。

9.基于大中衔接的航空航天科学教育实践探索

内容：聚焦基于大中衔接的航空航天科学教育实践探索

这一核心主题，深入探讨我国航空航天科学教育面临的体系

散、支撑弱、衔接松等问题及解决方案，邀请多位航空航天

和基础创新教育领域专家，围绕航空航天科学家参与中小学

科学教育实践、航空航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及课程开发等内

容进行主题分享，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大中衔接航空航天科

学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为服务航空航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新路径。

10.工程技术拔尖人才进阶式培养研讨



内容：聚焦工程技术领域“实践-创新-突破”的能力进

阶规律，探讨如何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阶梯式项目设计，引

导学生从模仿实践走向自主创新，为拔尖人才搭建从“会做”

到“会创”的成长路径，尤其关注如何保护早期工程创新的

原始火花。

11.中小学机器人普及教育课程教材编写及应用

内容：聚焦我国中小学机器人普及教育课程缺乏规范教

材痛点问题，邀请国内知名机器人教育专家、科技创新教育

专家、中小学机器人普及教育政策制定者，探讨如何在先进

教学理念引领下，提出我国中小学不同年级段机器人普及教

育课程教材的编写策略与相关建议，推动我国中小学机器人

普及教育活动更深入、更系统、更高效地发展。

12.青少年生物科技教育与健康素养培养

内容：聚焦如何在中小学开展前沿生命科学主题的启蒙

教育、生物实验教学的安全规范与创新设计、青少年健康科

技教育、生物伦理问题等，分享将生命科学热点与健康生活

理念融入科技教育的有效途径，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