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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党和政府把防震减灾工作逐步纳入国家战

略，尤其是在“5·12”特大地震后，防震减灾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和发展。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地震主题场馆，在新时期大力普及防震减灾知识，

弘扬防震减灾科学精神，提高全民防震减灾科学素质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

通过研究 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中的经验、做法，

分析了存在的发展短板，提出今后工作的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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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for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 Taking May12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Museu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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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hina is an earthquake-prone countr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the work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In particular,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have been made in this work since 

the May 12 earthquake. May12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Museum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opularizing knowledge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carrying forward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improving national scientific quality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in new Era. By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practice and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shortcomings of May12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Museum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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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应对地震灾害问题，防范和减轻地震灾害及其危害后果，不仅关系到现

实生活中的民生，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根据中国地震

局全国公众防震减灾知识普及调查，2020年全国公众防震减灾素养水平为 17.1%，

公众防震减灾素养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区域地震灾

害程度和个人地震经历对公众防震减灾素养水平有显著影响。[1]开展防震减灾科

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综合能力，是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专家学者对于我国防

震减灾科普的研究关注度较高，尤其是在“5·12”特大地震后，防震减灾科普工

作的关注度再次高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国家防震减灾机制、监测预报、城市

和农村防震减灾和科普宣传教育等方面。对于科普场馆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

展品展览、受众、形式和成效等视角。探索文博场馆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中的功

能、措施、工作创新和不足非常有必要，同时，研究防震减灾科普融入国民教育、

经济社会实践和国家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工作，才能建立社会公

众防震减灾的文化自觉。 

近年来，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扎实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工作，让社会公众在参观过程中感受伟大抗震救灾

精神，学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增强了防震减灾意识，掌握了防震减灾的基本技

能，成为全国重要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面对存在的短板，又该如何发展呢？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析如下。 

  一、防震减灾教育工作的实践 

社会公众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了解地震这种自然现象。作为地震主题

场馆，依托优势资源，开展防震减灾工作，让公众在参观纪念，感悟抗震精神的

同时，也学习地震科学知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从历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的经历看，社会公众灾害防御意识还较薄弱，基层能力建设还存在诸多短板。”[

2]为发挥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结合实际，开展防震

减灾宣传教育，进行了以下探索。 



（一）保护地震遗址遗迹，发挥地震文化场域在公众减灾科普过程中的价值。

遵照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川老县城视察时作出“这座老

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好好保护遗址，好好教育后人”

的指示精神，先后委托设计单位编制《北川地震遗址保护规划》《北川老县城地

震遗址文物保护规划》，先后实施北川老县城周边山体地质灾害治理、湔江北川

老县城段河道疏浚、震损建筑应急防护性支撑加固等地震遗址保护工程，实施四

川北川地震遗址遗迹保护项目，利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世界惟一、不可复制的

独特资源，解析地震成因，讲述地震避险、建筑抗震等地震科普知识，让公众在

身临其境的参观过程中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强化减灾意识。地震灾害反映了人

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地震遗址是国家、民族与自然融合、互动、斗争的场

域，在新时期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发挥地震遗址文化场域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纪念馆+科普体验馆+地震遗址，让地震科普有了文化向度，融合地震感人故事，

让科普有了温度，更重要的是也形成了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的深度体验。 

（二）建设运行地震科普体验馆，打造防震减灾科普专业场馆。科普馆作为

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重要窗口，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的主阵地，肩负着

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等多种责任[3]。陈

展面积 1560平方米，以“感受地震、传播知识、关爱生命”为主题的地震科普体

验馆，设置了“时空隧道、灾难现场、解密地震、穿越地震断裂带、震前防御、

避险与救援”六个展区，通过大型 LED 动感屏幕、场景复原、U 型巨幕影院、幻

影成像、动感体验平台等先进技术，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体验性一体。

针对不同群体的科普需求，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开展科普工作，配合北川老县

城地震遗址、地震纪念馆和防灾减灾宣教中心，形成了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的综合

场所。通过专业讲解，社会公众可以系统地了解地震成因、认识地球构造、学习

建筑选址及抗震知识，掌握防震减灾、应急逃生和应急救援知识。 

（三）注重培训，营造环境，培养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队伍。纪念馆先后多次

面向社会招聘讲解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强化基本功训练，注重讲

解技能提升，鼓励引导讲解员参加各级各类讲解大赛，获得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

赛一等奖、二等奖，“十佳”、最佳口才奖、最佳形象奖等多个奖项，通过赛事

历练队伍。明确考核要求，实施讲解员星级评定工作，优化讲解员薪酬体系，用

环境、待遇、情感留人，常态化开展岗位大练兵，强化自身学习，组织开展专业



训练，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普讲解队伍。与红十字会合作，在纪念馆设立救

护站，定期开展救护知识培训，讲解员全员取得救护证，为公众提供更专业的应

急科普知识。通过“小小讲解员”“十佳百优班主任”“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活

动，遴选优秀人员作为纪念馆的兼职讲解员，形成储备、互动和优势互补机制。 

（四）探索互联网宣教新模式，创新开展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防震减灾科

普教育和宣传是有区别的，宣传层次较低，支出成本较低；教育则是要求投入高，

规划远、效果佳。”[4]新时期开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必须注重品牌的建设，地震纪

念馆只有不断突破和创新，从宣传活动向科普教育转化并进，才能激发发展潜能

和后劲，在行业场馆中具备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自身宣教品牌，纪念馆联

合宣传、教体、社科、科协等部门，连续举办“地震纪念馆杯”演讲、征文、摄

影、绘画和短视频比赛，强化品牌效应，七届比赛参赛总人数达 120余万人次，

社会反响强烈。扎实开展地震科普知识“五进”活动，走进大中小学校、农村社

区、机关和军营等开展科普活动。以基地为课堂，编制研学实践教育课程，开展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项目”。在后疫情时代，积极运用线上音频、视频等新

媒体平台，探索互联网宣教新模式，比如，2020 年 5 月 12 日联合爱奇艺、央视

频、四川观察、虎牙等 12 家媒体举行的《汶川十二周年》5G 直播，观看热度高

达 2216.3万人。“网课+短视频+音频”相结合轮播“云游博物馆·宅家看展览听

展览”拍摄防灾减灾系列短视频，发挥新媒体宣教效力。举办专题展览，结合抗

震救灾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把防震减灾科普工作深入到学校及边远

乡村。长期举办防震减灾专业培训班，理论+现场实践开展教学，编写教材、读本，

融入国家防震减灾教育体系。 

（五）合作共建，挖掘防震减灾科普教育资源。纪念馆先后与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防灾科技学院等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将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作为

教学实践基地，合作开展震损建筑保护、建筑结构力学和震害监测评估等方面的

课题研究。扎实做好防震减灾科研基地服务工作，为专家、学者和师生到地震遗

址开展现场教学、测绘调研等科考研究活动提供各项服务。积极参加日本“第二

届世界海啸博物馆会议”、尼泊尔“国际减灾学术会议”、中国—东盟防灾减灾

科学传播高峰论坛等，扩大了场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把行业经验、成果运用到

减灾科普工作中。配合各级应急、地震部门先后成功举办应急管理、防震减灾专

题培训班，充分发挥了地震遗址遗迹教育、科研、交流等功能。 



二、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纪念馆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工作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

专业人才缺乏，地震科普讲解还不够准确；青少年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机制体制不

健全，部分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够、学校参与不积极；资源开发利用

效率低等问题。 

（一）人才专业化发展受局限。防震减灾涉及地震、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和

医疗救护等多学科知识，虽然科普教育无需达到专业深度，但必须要有相关多学

科知识的支撑。纪念馆宣教队伍存在人才流失，学历偏低，学科偏差大的情况，

人员专业发展动力不足，对于地球物理、结构力学、工程构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欠缺，部分地震科普讲解还不够准确，科普创作、研究人才匮乏。开展防震减

灾专业培训活动，师资主要依靠馆外力量，自身力量尚未实现专业化，尚未建立

自身的专业师资队伍。 

（二）机制体制不健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但减灾科普教育与社会各单位联系的机制尚未建立，尤

其是学校系统，防震减灾教育被动性局面未完全打破，“因外出教育安全风险问

题，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没有建立学校与场馆交流合作长

期有效机制”。[5]我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以宣传推广为主，尚未形成成熟的教育

机制，对于学生的防震减灾科普效果跟踪评估缺失，科普教育缺乏计划性，虽然

有地震避险演练，但随意性较强，没有严格规范的考核和测试。这也受到我国“防

震减灾科普缺乏顶层设计，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缺乏强有力地协调统筹部门，科

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层级联动、社会参与的防震减灾科普

创新与协作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形成”[6]的形势影响。把广大学生群体纳入规范的

防震减灾科普教育体系尤为重要，以芜湖为例，每年教育系统建立了轮训机制，

中小学生到科技馆进行地震避险打卡学习，形成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影响一个社会的模式。 

（三）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较低。地震遗址科普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

研究成果的使用率低，未能转化和使用于防震减灾科普，地震科普教育知识总结

提炼还不到位。从教育的整体性来讲，对受众接受教育的成效缺乏有效评估，对

内容、形式缺乏持续的跟踪服务，使防震减灾科普缺乏系统性、连续性。目前的

科普教育主要以参观讲解、研学实训和主题培训等为主，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



求的群体，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教材编写、课程录制比较滞后，尚未

实现防震减灾科普的精准化。在科普形式上，展览、讲座、实训、比赛等形式相

对覆盖面小，形式单一，无法满足公众学习的多面需求。智慧化博物馆建设、网

络平台利用和专题策展等方面的效能发挥不足，未能突破场所限制的圈子，新媒

体宣教新效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四）基地建设滞后。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为核心，在周边还有沙坝断层

地震遗迹，恩达羌寨防震减灾实训基地，擂鼓镇防灾减灾拓展训练基地，北川羌

族自治县也成立了北川应急管理培训学院，造成了资源碎片化，存在责任主体分

支，资源分散，科普能力薄弱等问题，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展防震减灾实训教育，

还有公益性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矛盾，协调配合效率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地

震遗址缺少地震科普知识介绍说明牌，实训项目设备更新维护不到位，实训课程

缺乏体系性和规范性。展品更新不及时，缺少自救逃生训练的产品，科普内容更

新和科普产品创作，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成为影响防震减灾科普的重要因素。 

三、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发展路径探索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

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

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

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适应地震科普场

馆发展需求，满足公众到场馆参观接受防震减灾教育的多方面需求，创新开展新

时期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工作，是赋予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重要职能职责

之一，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发展，努力建成新基地、提升新素质、构建新格局、探

索新途径、展示新效用、发挥新职能。   

（一）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服务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国际减

轻自然灾害十年计划”指出，“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

败的关键。”防震减灾科普工作是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具体要求，公众接

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和途径普遍提高，一方面，为给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防震减

灾科普知识，需要抓实科普基地建设。抓好防震减灾科普基地建设，就是搭建防

震减灾知识与公众之间对接的平台，软硬件同步发展。做好场馆陈展提升，利用

AI、VR 和 AR 热门技术，增设趣味性、互动性、可操作性展项。需要按照“重参

与、重过程、重体验”的原则编制符合公众实际需要的讲解词、课程、案例,编制



准确、简单、易懂的防震减灾科普精品课程，实施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基地

运行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新时代社交平台、自媒体的强大传播力，

科学知识和伪科学知识混杂，尤其是针对地震灾害，关于地震监测预报、自救逃

生和地震谣言等不正确的信息也会被广泛传播。因此，作为行业科普场馆，有责

任和义务引导公众理性、科学学习和辨识讯息。只有紧跟时代变化，推进软硬件

更新，根据不同的受众的认知特点和水平，实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才能成为国

内一流的青少年防灾减灾教育实践新基地。 

（二）做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必须抓好场馆自身人才队伍建设。纪念馆的

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不仅需要做好基础硬件建设，还需要加强人才软资源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场馆持续发展的基石。为做好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防震减

灾科普教育队伍建设，需要从选人、育人、留人方面用力。首先需要在科普人才

选拔上把好关，选择具有较高学历、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综合素质突出的人才，

争取人才引进的政策支持；其次，需要在培训交流上用好力，强化培训教育，邀

请专家对地震纪念馆专职、兼职科普讲解人员进行讲解技巧、地震知识及防灾减

灾知识培训，与国内其他防震减灾场馆、基地建立人员互访交流学习机制，搭建

信息共享交流的平台；第三，需要在编制聘用、职称评聘和继续教育方面，激发

科普工作人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第四，在自身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注重培养志

愿者队伍，专职人员和志愿科普队伍结合是重要的解决工作力量问题的途径。拥

有一支结构优化，素质过硬的科普队伍，是做好防震减灾科普工作的关键，人才

队伍建设的保障是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队伍综合新素质。 

（三）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的成效如何，行业部门支持参与，能否形成宣教工

作机制是关键性因素。纪念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主要阵地、“第二课堂”，承担着

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尤其在青少年学生的教育中作用尤其重要。“特别要加强

同当地教育、党校和行政学院、媒体和社区等部门联系，纳入当地全民素质教育

计划，实现教育基地与他们之间的资源整合，积极发挥教育基地的优势和特色”。

[7]需要密切衔接教体、团委和社科等部门建立中小学生到科普体验馆、地震遗址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将防震减灾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合，让学生在校

园生活中潜移默化掌握相关内容，举办青少年防震减灾实训营、中小学生应急能

力素质测评活动等，与地震、应急管理、科协等部门共同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展

防震减灾系列的延伸教育和拓展服务，做好学校防震减灾辅导员、社区、村委会



和机关、企业防震减灾辅导员培训，发挥他们贴近公众的天然优势。地震容易引

发火灾、泥石流、泄露、爆炸等多种次生灾害，日常的防震减灾宣教活动可以和

消防、医疗、地质、建筑等行业宣教活动结合，让社会公众在关注防灾减灾内容

时，获得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同时，行业融合可以避免内容单调、受众有限、渠

道单一等现象。整体来看，我国防震减灾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门领导下，地震行政

主管部门为业务主体，应急、教育、科技等部门协同开展，防震减灾宣教机制尚

未完全成熟，需要社会各系统的共同参与才能把防震减灾变成社会自觉。地震纪

念馆作为科普场所，只有呼吁支持，发挥功能，才能构建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工作

新格局。 

（四）防震减灾科普需要创新融合，拓展宣传教育渠道。“科普教育宣传要

创新宣传方式，主动与其他文化活动进行对接，提升地震科普宣传的影响力和实

效性。”[8]面对“互联网+”时代，防震减灾工作“必须强调宣传与教育并重”[

9]，“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有机结合的核心是，坚持宣传内容的时效性和教育对

象的针对性结合，坚持宣传媒介的多样性和教育传播的单一性结合，坚持宣传推

广的短期性和教育工作的长效性结合。”[10]防震减灾科普工作应顺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一方面发挥书籍、手册、展板等传统形式，另一方面要借助智能手机的

普及，融合微博、微信、网站和抖音等传播方式，发挥图片、视频、动画等更加

直观、形象的特点，方便公众及时接受信息和知识，也扩大了公众的覆盖面，增

强了互动参与。借智借力编印地震科普口袋书、连环画等防灾减灾科普读物，举

办地震知识“五进”活动，举办“地震纪念馆杯”防震减灾主题赛事活动，开发

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公众号，创作防震减灾动漫作品，借助新媒体平台举办网络地

震科普讲解直播、网络课堂等，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地震科普体验馆设置体验区。把防震减灾知识与公益广告的人文精

神结合，在网络平台、电视、公交、车站渠道播放，让公众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学

习防震减灾知识。需要在科普作品、科普出版、科普文艺和科普传媒等手段上下

功夫，创新融合活动形式，努力探索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新路径。 

（五）防震减灾科普必须突出这项工作的公益性，引导社会公众参与，逐步

建立起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的文化自觉。防震减灾是一项公益事业，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共建防震减灾基地是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工作的有效途径。统筹协调地震遗

址区域责任主体，通过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地震科普体验馆的辐射带动，吸引



更多的社会力量做大做强做实防震减灾实训基地建设，与有意愿的机构合作，开

展防震减灾用品研发和供给，擦亮北川应急产业发展的品牌。同时借助纪念馆的

有利资源，与当地政府建立应急突发事件响应机制，在保障自身人员安全前提下

参与演练和实战，提升区域综合救援能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情景模拟、演练、演

示，对公众在灾后自救互救、生存生活、疫情预防和心理辅导的迫切需求提供专

业指导。地震科普场馆应把公众防震减灾科普文化自觉的构建作为长期的工作目

标，在科普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引导社会公众科学反思地震灾难，思考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发挥防灾减灾教育实践基地的新职能。 

（六）做好防震减灾科普，要善于借助外力，搭建平台，融合科普教育资源。

2018 年 7 月 25 日，应急管理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地震局联合

印发了《加强新时代防震减灾科普工作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建成政府推动、

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防震减灾科普工作格局，社会整体参与也是开展防震减灾

工作的要求。“资源融合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生拼硬凑，而是立足于工作，着眼于

创新，致力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相得益彰，发挥出强大合力，共同

为防震减灾宣传提供最坚实的保障。”[11]科普场馆要与院校台站共同开展灾害

监测预警、灾害风险防控、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等课题研究，邀请专家参与指导地

震科普教育资源开发利用，努力展示地震科普研究新成果，推进防震减灾数据库

建设。积极将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应用推广到防震减灾科普工作中，

把丰富的科普资源集成、加工、转化成社会公众方便接受的科普内容，主管单位、

行业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

面，搭建合作平台，以科研项目攻关、会议研讨、应急培训、科普实训等形式开

展有效合作，努力发挥科普资源最大社会新效用。 

四、结语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调研时叮嘱“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

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以地震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承担着教育、宣传、纪念、展示和科研的功能，同时，

是开展地震科普研究和防灾减灾教育实训的重要基地，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以

开放、融合、共享、互动的理念，稳步推进防震减灾科普服务信息化、精准化、

智能化建设。论文通过研究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在防震减灾科普工作中的

做法，分析了内容专业性、人才匮乏、互动机制、资源利用率等短板，这些也是



科普类场馆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资源挖掘、队伍建设、协作机制、宣传渠

道、平台搭建等策略，以期对自身及行业发展有所借鉴。科普场馆需要宣传教育

并重，以更加适应公众地震安全紧迫需求的科普供给，服务公民科学文化素养提

升，抓好科普队伍建设，融入行业互动机制，创新宣传渠道、形式，形成社会参

与的良好形态，让主动防灾、科学避灾，有效救灾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增

强整个社会的防震减灾科学理念，才能更好地发挥场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更好地

服务于防震减灾事业，持续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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