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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实现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防范和化解

涉核社会风险是其中重要工作内容，受到有关地方党委政府、核电企业、社区的共同重视。

核电科普课作为核安全科普知识推广的固化工作，具有标准化、常态化的特点，解决了以往

科普行为零散化、不稳定性的问题。本文以红沿河特色的核电科普课为例，探讨如何做好核

能科普、公众沟通工作。 

【关键词】核电科普课  三个固化 “5+N模式” 

 

随着核能行业迅速发展，核科普话题被频频提及。公众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信息获取发

布的手段日渐便捷，不过各类信息杂糅混合，有涉核项目的地方党委政府和核电企业需要激

浊扬清，巩固核安全知识传播阵地，创新手段，扩展成果，增进社会各方面相关人员对核安

全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近些年的核电科普、公众沟通工作摸索出一些方式方法，取得

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核电科普工作和核电行业的发展不匹配的矛盾仍存在，成为制约我国核

电事业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尤其是核安全科普碎片化、生硬化、不稳定性的特点亟需一种

标准化、机制化的工作思路和方式去改变。基于这些挑战，红沿河公司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

趟出一条具有红沿河特色的核电科普之路——核电科普课，在此分享有关经验。 

一、 核电科普课标准化是做好科普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我国核电领域，无论是地方党委政府还是核电企业、相关组织，都充分认识到

了核电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并给予高度重视。从全国而言，我国的核与辐射安全公众沟通工

作形成了“中央督导、政府主导、企业作为、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了一系列项目发

展，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核安全的客观理性认知。 

不过，很多地方核电科普传播习惯沿用“请进来，走出去”的传统做法，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开放现场或展厅吸纳公众参观，举办讲座，制作宣传册，开设双微账号，多渠道宣传

核安全知识。不过，这些科普活动往往存在一定随机性：人员不固定，活动不固定，内容不

固定，核电科普行为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亟需一种机制化的科普传播方式。 

在此背景下催生出的瓦房店核电科普课，开启了核电科普知识引入教育教学的先河，填

补了机制化科普宣传的空缺，是解决科普行为碎片化的可行方法。这项工作具有以下几方面

特点： 

对象固化。课程面向核电站周边中小学生，学生群体接受能力强，知识结构处于搭建和

完善阶段，此阶段了解核电知识，对构建其科学理性的核安全观意义重大。 



行为固化。核电科普课程列入学校教学大纲, 传播行为时间固定, 过程持续、可评估，

避免常规科普活动短期性，随意性的问题。 

内容固化。经过多年的实践教育经验，红沿河公司创设的核电科普课的基本模式日趋成

熟：编制核电科普教材、完善教学配套材料、开展专职教师培训、核电科普教学、组织学生

参观核电站，经过一学期的知识积累后，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对学生的科普学习情况进行评估。 

在核电科普课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核电企

业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开拓工作领域，创新工作方法；学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积极参与，共

同做好这些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2018 年秋季，瓦房店红核希望中学荣获全国首

批核能科普特色学校称号，该荣誉的获得正是学校多年来积极支持和配合核电站科普教学工

作的成果。 

二、核电科普课标准化的红沿河实践 

1.红沿河走过了探索到成熟的过程 

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全国首门核电科普课在瓦房店市城乡全部 31所中学全面

开课，上课人数近 7000 人。核电科普教材被列入学校正式教学大纲在国内尚属首例，这为

核电科普在全行业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借鉴意义。 

福岛过后的核电科普怎么推广？这是横亘在我国核电行业的新挑战。面对新的社会生态

环境，红沿河公司在核电科普领域先试先行，将教育领域引入核电科普中来。开设一门核电

科普课，成为红沿河公司和瓦房店市教育局不谋而合的想法。学生对课堂内知识的掌握要优

于课外，核电知识如果成为一门校园基础教育课，无论是传播范围还是教学效果都会起到非

常深远的影响。 

红沿河公司与瓦房店市教育局迅速成立核电科普教材编委会，红沿河公司负责教材的编

写，教育局提供指导意见，双方经过多次商定调整教材内容。2013 年初，第一版核电科普

教材问世，涵盖能源、电力、国内外核能发展、环境、核电站安全性、核应急等十四章内容。 

首批试点学校在瓦房店红核希望中学和辽核希望小学。2013 年 3 月 1 日，核电科普课

程在这两所学校正式开课。授课过程中，红沿河公司的青年志愿者们走进课堂，一方面与学

生分享学习心得，另一方面跟踪教学情况。结束了一学期的授课后，瓦房店市教育局到两所

学校评估教学效果，并提交了课程评估报告，建议在瓦房店全部初一年级启动这门课程的教

学。 

随后，红沿河公司向瓦房店市教育局正式发函，提出在初一年级开设核电科普课的设想。

瓦房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瓦房店市教育局召开专门会议，对核电

科普课的教学安排做了布置，确定在秋季学期开设核电课程，总课时为 10 课时，列入学校

教学大纲。 

2013年 9月 2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全国首门核电科普课在瓦房店市全部 31所初中

同步开课。正式授课前，各学校推荐科普教师人选，红沿河公司组织课程统一培训。 

当年 10 月，与课程配套的参观核电站活动启动。红沿河公司期望通过参观、体验的方

式，与教材上的知识有机结合，从而巩固和延伸同学们的认识。一学期的教学结束后，红沿

河公司与瓦房店教育局共同举办了瓦房店市核电科普知识竞赛，以此检验评估科普教学成果。 

至今，核电科普课已经连续授课六年，超过 4万名学生参与学习。红沿河公司每年都会

升版教材，配套相应的教学措施和评估手段，形成了完整的课程教学模式。 

2016 年，红沿河公司核电科普推广又取得新突破，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学生科技中心开

设核电科普课，每年将有 1万人参加核电社会实践，核电科普课实现由瓦房店市向大连市区

覆盖。此外，大连理工大学开设了国内首门大学生核电科普课程，该课由学校和红沿河公司

联合设计，核电科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扩展到大学生群体。 



2.持续完善科普设计“5+N”模式 

红沿河公司设计核电科普课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以此增进对

核安全知识的了解。通过前期的试点工作及实践，瓦房店核电科普课形成了成熟完整的“5+N”

模式，并不断调整完善。“5”即编制教材、教师培训、多媒体辅助工具、学生参观、知识

竞赛，“N”即配合科普教育工作的校外辅导、主题班会、毕业典礼等内容。 

教材制作。核电科普课需要配套教材，早在 2012年，市面上没有既符合中小学生阅读

习惯、又涵盖核能科普知识的读本。红沿河公司与瓦房店市教育局迅速成立了核电科普教材

编委会。教材的编写者从内容导入、知识延展、学生心理等多方面策划，重点考虑与学生学

习习惯科学结合，兼顾趣味性和易读性。而后，全国首本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寓科学性与

趣味性的教材问世。 

教师培训。授课教师由瓦房店各个学校推荐本校的优秀教师，由红沿河公司统一培训。

建立核电科普教师微信群，方便在教学中及时答疑。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前，红沿河公司集中

邀请授课教师参与体验核电现场，座谈交流课程进展，分享教学成果，答疑解惑，深化教师

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多媒体辅助工具。配合教材，红沿河公司为授课教师准备了视频素材、PPT材料，并不

断更新，便于教师在授课时开启思路，扩大课程信息量。 

学生参观。除了在课堂上学习科普知识，红沿河公司每学期邀请瓦房店 31所中学初一

学生深度参观核电站，增进生动、全面、感性认识。红沿河公司工作人员结合核电科普教材，

为同学们讲解核安全知识，带领学生体验核安全，增进他们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知识竞赛。经过一个学期的课本学习及核电站参观体验，红沿河公司在每学期末组织

开展“瓦房店核电科普知识竞赛”，检验学生的科普学习成果，对表现优异的学校及贡献突

出的科普教师进行表彰，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物质奖励，增进和学校的交流。 

伴随着机制化、常态化的核电科普课之外，红沿河公司也重视和周边学校、学生的情感

交流，多途径支持周边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司的志愿者作为校外辅导员与小学中学班级结成

“一对一”对接关系，定期与学生开展主题班会，分享成长经历、学习经验；连续两年帮助

周边中学举办毕业典礼，增强仪式感；为周边中考生送考，带去真挚的祝福，为高考生举办

报考咨询会，提供报考建议；为周边贫困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真情的投入赢得了学校、老

师、同学们的信任，也推动了核电科普课的有序开展。 

三、核电企业推进科普课的建议 

红沿河核电科普课历经六年的不断打磨和改进，逐渐成为一门成熟、完善的校本课程。

超过 4万名中学生在课堂上、书本中、实践中不断加深对核能知识的认知，增进对核电项目

的理解，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核电科普课取得成功经验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

支持，企业的担当作为，学校的鼎力配合，社会的理解襄助。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必须有政府的支持。课程的顺利开展需要有政府的首肯和支持，这是打好科普课战

役的首要和关键一环。争取将核电科普课列入教学大纲，列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二是设计切合本地实际的教材内容。核电企业在设计编纂科普教材时，内容要与核电技

术、社会经济、当地人文历史相吻合，加强普及性和本土化，激发学生对科技的兴趣，弱化

生硬灌输核电知识的功利性。 

三是持之以恒加强沟通改进。核电企业要加强和当地学校、教师、学生的沟通，重视情

感链接。做好课程设计、配套教学、参观交流、课后评估的经验反馈并进行持续改进，力争

将课程打造成良性互动的范例而不是宣讲式的灌输。另外，核电科普不是短期的实践，而是

要伴随着核电站发展的一项需持之以恒、各方共同努力的事情。 



核电科普不是一项行业内带竞争属性的工作，这是一项需要全行业共同为之努力，并进

行良好经验共享的工作。前期的“开山凿路”或许很艰难，科普效果也许不能立竿见影，这

就需要核电企业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相信在核电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对核能行业的社会

认同、社会环境、公众认知会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汤紫德：《核电在中国》[M].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罗上庚：《走进核科学技术》[M]（第二版）.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 

[3]沃尔特·李普曼，《公众沟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姜晨，女，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辽宁省瓦房店市红沿河镇红沿河核电站，116300，

18840837392，jiangchen_@cgnpc.com.cn 

陈嘉伟，男，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辽宁省瓦房店市红沿河镇红沿河核电站，116300，

17681336902, chen.jiawei@cgnpc.com.cn 

 

mailto:jiangchen_@cgnpc.com.cn
mailto:chen.jiawei@cgnpc.com.cn

	一、 核电科普课标准化是做好科普的战略选择
	二、核电科普课标准化的红沿河实践
	三、核电企业推进科普课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