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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青科教〔2023〕3号

关于开展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培养—“菁科计划”和四川省青少年

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

“金导师计划”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科协，科技教育协会（辅协），中小学校、幼儿

园、职业高中：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

念，切实促进高校、高新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优质科

技创新资源对青少年开放，建立与幼、小、中学校联合培

养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有效模式，建设四川省“英

才计划” 成长梯队，着力提升科技教育工作者创新素养和

专业水平，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将选拔部分学校和

老师参加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后备人才培养——“菁科

计划”和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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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计划”，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四川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主办单位：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高校、高新企业、科研院所、校外科技教

育机构

“菁科计划”“金导师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设于四川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秘书处，负责项目组织实施。

二、参与对象

（一）“菁科计划”——幼儿园（大班及学前）、小学

（4-6年级）、初中（7-8年级）、职高学校的学生，以学

校为主体申请成为开展实施单位。

（二）“金导师计划”——新教师、青年教师、科技辅

导员、学校管理干部等，以学校为主体申请成为开展实施

单位。

三、时间

（一）“菁科计划”实施时间为 1年度；

（二）“金导师计划”实施时间为 1年度。

四、项目类别

（一）学生项目类别：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

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机设计、创

意设计、发明创造、亲子创意搭建、创意闯关、创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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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影像（科学微电影、科学探究纪录片、科普动画）、实践

活动、自然笔记、科学调查体验（学生作品）、科幻画；科

学论文；

（二）教师项目类别：科学调查体验（教师作品）、科

研、课题、论文、创新素养、指导能力建设。

五、参与方式

申报单位按照要求填写《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培养—“菁科计划”项目申报书》（附件 1）、《四川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金导师计划”项目

申报书》（附件 2），经审核后方可加入项目。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贺玉婷 028-85292782
邮 箱：1210633431@qq.com

附件：1．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

“菁科计划”项目申报书

2．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

“金导师计划”项目申报书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2023年 2月 2日

mailto:12106334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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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

——“菁科计划”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2023年“菁科计划”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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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 职称/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项目负责人 职称/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二、项目内容

为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建设成长梯队，进一步提升四川省“英才计划”学生

选拔、培养质量，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组织开展中、小、幼学生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称为“菁科计划”）工作。

2023菁科计划由高校、高新企业、科研院所、校外科技教育机构承担培养任务。

培养实施时间为 2023年 3月-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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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学校工作职责

一、参与学校须根据有关要求选拔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对各学科有浓厚兴趣且

具有学科特长的优秀学生，按照有关程序推荐

（一）宣讲报名。在工作启动前，对“菁科计划”的目的、意义、选拔标准、培

养要求等向符合条件学生进行宣讲，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

（二）综合考察。对报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科基础及特长、科学探究经历等进

行综合考察，结合学生个人兴趣和意愿，确定本校拟推荐学生。

（三）公示推荐。对拟推荐学生进行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正式推荐至本省菁科计

划管理办公室，协调学生参加培养。

二、参与学校要按照管理办公室有关要求，做好“菁科计划”日常管理工作

（一）配合导师合理安排学生培养时间，督导学生主动联系导师、完成导师布置

的各项任务，4-8年级须填写《成长日志》等。

（二）建立与导师团队、管理办公室的有效沟通渠道，加强日常联系，实时掌握

培养工作开展情况。

（三）加强对学生及家长参加培养、实践活动、往返路途等的安全教育。

（四）认真落实管理办公室布置的总结评估、科技交流活动推荐报名及其他相关

工作。

三、培训与辅导

参与学校要对“菁科计划”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安全规范等进行培训，对学生沟

通交流能力进行辅导，加强对学生参与培养心理状态的了解和疏导。

四、学生跟踪

配合管理办公室做好“英才库”建设维护，按照有关要求统计“菁科计划”学生

毕业去向、获奖情况等信息，做好毕业学生的持续跟踪和联系工作。

五、宣传推广

充分挖掘典型培养案例，优秀学生科研经历等，利用家长会、宣讲会等契机，在

校板报和宣传栏、校园媒体等加强“菁科计划”的校内宣传。并将有关材料报送管理

办公室，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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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成果

菁科计划培养的周期为一年，采用授课+实践为主。申请单位须负责本校学生日常

管理与组织协调，协调和组织本校学校生的推荐、选拔，组织本校学生的培养、跟踪、

宣传等工作，配合管理办公室完成各项年度工作，培养结束后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经过一年时间，配合高校、高新企业、科研院所顺利完成学生培养工作,激发参与

项目学校生对各学科的兴趣,帮助他们把握科学本质、树立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思维和

科学探究方法、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切实促进高校、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优

质科技创新资源对青少年开放，建立与幼、小、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

后备人才的有效模式，进而发现一批具有科学潜质的优秀学校生,促进科技创新后备人

才的培养。在此过程中探索建立高校、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与学校联合发现和培养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与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四川省“英才计划”学生选

拔、培养质量，为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建设成长梯队，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建立往届学生联系渠道，形成可持续的追踪机制。

五、项目进度计划

项目活动

/阶段
主要工作内容和成果 起止时间

选拔学生 （包括宣讲报名、考察学生、公示推荐等情况）

日常管理 （包括组织跟踪学生培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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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估

六、组织实施条件

（说明：从组织机构、人员技术、环境配套、经验业绩、制度保障、经费保障等角度

描述项目的组织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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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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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菁科计划管理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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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

——“金导师计划”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2023年“金导师计划”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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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 职称/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项目负责人 职称/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 真

二、项目内容

为高效建设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辅导员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四川省“英才计

划”“菁科计划”师资水平，促进科技教育学术交流，搭建科技教育名师平台，四川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组织开展科技教育名师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称为“金导师

计划”）工作。

2023年“金导师计划”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承担培养任务。培养实施时间

为 2023年 3月-202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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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学校工作职责

一、参与学校须根据有关要求选拔有责任心、热爱科技教育，对各学科有浓厚兴

趣且有独到教学方式的教师，按照有关程序推荐

（一）宣讲报名。学校在工作启动前，对“金导师计划”的目的、意义、培养要

求等向符合条件教师进行宣讲，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报名。

（二）综合考察。对报名教师的业绩成绩、学科特长、教研经历等进行综合考察，

结合教师个人兴趣和意愿，确定本校拟推荐教师。

（三）公示推荐。对拟推荐教师进行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正式推荐至金导师计划

管理办公室，协调教师参加培养。

二、参与学校要按照有关要求，做好“金导师计划”日常管理工作

（一）配合导师合理安排教师培养时间，督导教师主动联系导师、完成导师布置

的各项任务，包含但不限于项目、论文等。

（二）建立与导师团队、管理办公室的有效沟通渠道，加强日常联系，实时掌握

培养工作开展情况。

（三）加强对教师参加培养、实践活动、往返路途等的安全教育。

（四）认真落实管理办公室布置的总结评估、科教交流活动推荐报名及其他相关

工作。

三、教师跟踪

配合管理办公室做好“金导师库”建设维护，按照有关要求统计“金导师计划”

教师工作动向、获奖情况等信息，做好优秀科技教师的持续跟踪和联系工作。

四、宣传推广

充分挖掘典型培养案例，优秀教师科教科研经历等，利用家长会、宣讲会等契机，

在校板报和宣传栏、校园媒体等加强“金导师计划”的校内宣传。并将有关材料报送

管理办公室，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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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成果

金导师计划培养的周期为一年度，须负责本校参与培养的教师日常管理与组织协

调，协调和组织本校教师的推荐、选拔，组织本校教师的培养、跟踪、宣传等工作，

配合管理办公室完成各项年度工作，培养结束后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经过一学年的时间，配合高校、教科院顺利完成教师培养工作,提升参与项目教

师对各学科的认知水平，了解和把握各项科技类竞赛规则内涵，帮助他们立足岗位积

极探索适合本校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路径和策略，通过学习将前沿科技资

源转化为适合中、小、幼学生的科普课程、科研项目，更好地指导学生把握科学本质、

树立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方法、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在社会化

协同中逐渐探索具有特色的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与工作机制，

为我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建设人才梯队，建立优秀科技工作者联系渠道，形成可持续的

追踪机制。

五、项目进度计划

项目活动

/阶段
主要工作内容和成果 起止时间

选拔教师 （包括宣讲报名、考察教师、公示推荐等情况）

日常管理 （包括组织跟踪教师培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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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估

六、组织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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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从组织机构、人员技术、环境配套、经验业绩、制度保障、经费保障等角度

描述项目的组织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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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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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金导师计划管理办公室）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