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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知识进校园”打造社科普及新亮点
海门市社科联

社科知识讲座是社科普及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是社科知识讲座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受众组织

难。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社科普及

活动产生更大的效益，使更多的人得到收益，这

是当前社科普及工作面临的难题之一。近年来，

我们海门市社科联坚持创新思路、拓宽渠道、改

进方法、打造品牌，在服务社会大众中创新社科

普及平台建设，依托“东洲社科讲坛”平台，着

力打造“社科知识进校园活动”这一社科普及新

亮点，推动我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

“社科知识进校园活动”是一项免费为全市

各类中小学广大师生举办人文社科知识专题讲座

为主的社科普及活动。

1.先行先试，“范本”突出。海门市常乐小

学是海门市社科联命名的市级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学校逐步完善“学陶师謇”特色校园文化，

设计布置了谐乐广场、拾慧园、百草园和六艺园

等校园文化景点。学校建设了“弘謇书院”，并

以此为基础，筹建“弘謇国学堂”和乡村少年

宫，旨在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为蓝本，面向广大

小学生、国学爱好者进行传统文化及相关文明礼

仪的讲习和交流，使“国学讲堂”常态化。学校

还组织教师阅读 《张謇全集》，在海门市张謇研

究会领导的帮助下，编撰校本 《张謇诗词语

粹》，确定爱国、处事、论学、修身、谋事、为

民等六个篇章，选取张謇诗词、语粹和小故事，

供学生诵读。学校传承张謇的教育思想，提出

“常小六艺”，创编校本课程，提高学生艺术素

养。

2.汇集资源，搭建平台。在常乐小学试点

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主动会同市教育局下发了

《关于开展“社科知识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

见》，对该项活动的组织机构、开展方式等作出

具体规定。活动伊始，我们即把专家资源库的组

建摆在重要位置，广泛发动和组织全市优秀社科

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申报讲座课题。我市建有社

科人才库，目前在册登记有 125 人，并聘请了

首批 20 名社科特约研究员。上半年共组织专家

学者 20 名，收集和筛选相关讲座选题 40 余个，

并把这些信息在市社科联网站上公开发布，为全

市各中小学选题及与专家学者互动搭建了便利的

平台。

3.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每次活动开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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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主动征求专家学者、市教育局、各中小

学意见的基础上，精心组织，强化联系和协

调，每次讲座都派工作人员陪同专家学者到现

场，并按“东洲社科讲坛”的统一标识悬挂会

标和布置场地。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把 20 位专家学者分成五个组，每组 4

名专家，每次组织一个专家组到一个学校同时

开展多场讲座，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今年

以来，共组织专家学者赴全市各中小学开展讲

座66场，直接听众达3万余人。

4.注重实际，各具特色。在社科知识进学

校过程中，我们要求各中小学结合自身实际，

打造各具特色的品牌。目前，我市各个学校都

有自己的社科特色品牌，像海门中学的“人性

教育”、四甲中学的“国防教育”、东洲中学的

“情智教育”、海南中学的“生态文化”、实验小

学的“能仁文化”、海师附小的“童话教育”、

育才小学的“绿色教育”、实验附小的“阳光教

育”、能仁小学的“展示教育”、三星小学的

“绣品文化”、汤家小学的“追景文化”、麒麟小

学的“责任教育”、刘浩小学的“故事教育”、

东灶港初中的“海洋文化”、余东初中的“凤城

文化”、四甲小学的“少年军校”、国强小学的

“强文化”、德胜小学的“德文化”等。社科知

识进校园已成为海门市一项长效的社科工程。

5.积极宣传，扩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推动

社科普及，我们抓住“社科知识进校园活动”

这一新亮点，多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扩大

社科普及的影响面。我们把活动的过程作为宣

传的过程，每次活动前都把活动的目的、意

义、讲座课题、专家简介等制作成彩色宣传折

页，寄送到有关部门及学校，扩大了活动的影

响，方便了各需求单位选题和联系；主动请新

闻媒体进行报道，充分发挥海门日报和海门广

播、电视台以及社科之窗网、微信、QQ 群等媒

体的作用，每次活动我们都要在媒体上发布启

示，在报纸上通过专版集中宣传刊发。

“社科知识进校园活动”开展以来，受到了

相关市委领导、教育主管部门的一致好评，尤

其是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参加活动的

所有学校都强烈希望类似活动能够多开展，以

满足广大师生的求知愿望。师生们普遍反映，

这些讲座主题丰富，内容深入浅出，讲授生动

活泼，非常适合中小学生的需要。一些同学在

与专家交流时说：“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听到高水

平专家的讲座，这样的讲座真的很有水平，我

们听得懂，也爱听！”。这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同学们在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迫切

需求，对于推进素质教育，补充学校社科理论

专家资源的不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都有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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