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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活动背景与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群体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化学作为与日常生活

紧密相关的学科，能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诸多实用指导。

大学生拥有专业知识和热情，组建化学科普小队面向老年群体科普化学知识，

既能帮助老年人提升生活质量，也能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老年群体的科学知识需求

向老年群体普及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知识，如食品安全、清洁用品使用、常见药

物原理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科学素养。

培养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

际中。

增强大专生与老年群体的交流互动，促进代际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活动目标

活动背景



通过科普化学知识，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

解食品安全、清洁用品使用和常见药物原

理，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例如，讲解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作用，让

老年人学会辨别食品是否过期变质，避免

食用有害食品。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组织大学生参与科普活动，培养他们的沟

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

例如，在科普过程中，大学生需要与老年

人进行有效沟通，解答他们的疑问，这有

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沟通技巧。

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

增强大专生与老年群体的交流互动，

促进代际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例如，通过定期开展科普活动，让大

学生与老年人共同参与，增进彼此的

了解和信任。

促进代际沟通

活动意义



PART 02
团队组建与培训



团队成员由化学专业学生组成，确保具备扎实的化学

知识基础。

每个成员都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热情，以便

更好地开展科普活动。

在化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中招募成员，要求具备扎实

的化学知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服务热情。

通过校内海报、班级群发布招募信息，组织面试选拔

合适人员。

利用校内海报、班级群等多种渠道发布招募信息，扩

大招募范围。

组织面试选拔，确保选拔出最合适的人员加入团队。

成员招募 团队构成

招募渠道

团队组建



01 02 03
培训内容

邀请化学专业教师和有科普经验的人

员对团队成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化

学知识讲解技巧、与老年人沟通的方

法、科普活动策划与组织等。

例如，培训成员如何将复杂的化学知

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老年

人更好地理解。

培训方式

采用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提高培训效果。

例如，通过模拟科普场景，让成

员进行实际操作，积累经验。

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使团队成员具备扎实

的化学知识讲解能力、良好的沟

通技巧和活动策划组织能力。

确保成员能够独立开展科普活动，

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的服务。

团队培训



PART 03
科普内容设计



讲解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作用，帮助老年人了解食品添加剂的合理使用。

例如，介绍常见的防腐剂、色素和香料等添加剂的作用和安全性。

食品添加剂

食品保质期

教授老年人如何辨别食品是否过期变质，避免食用有害食品。

例如，讲解食品包装上的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以及如何通过感官判断食品

是否变质。

食物相克

介绍常见食物相克的化学原理，让老年人了解合理的饮食搭配。

例如，讲解土豆与牛肉、柿子与螃蟹等食物相克的原因和影响。

食品安全



介绍不同清洁用品的化学成分和适用范围，如洗

洁精、洗衣粉、消毒液等。

例如，讲解洗洁精中的表面活性剂如何去除油污，

洗衣粉中的酶制剂如何分解污渍。

清洁用品成分

讲解如何正确使用清洁用品，避免对健

康造成危害。

例如，强调使用消毒液时要注意稀释比

例和通风条件，避免吸入有害气体。

正确使用方法

提醒老年人在使用清洁用品时注意安全，

避免误食或接触皮肤。

例如，讲解如何妥善存放清洁用品，防

止儿童误食。

安全注意事项

清洁用品



阐述常见药物的化学结构和作用机制，如感冒药、退烧药、降压药等。

例如，讲解感冒药中的解热镇痛成分和抗组胺成分的作用原理。

药物化学结构

提醒老年人正确用药，避免滥用药物。

例如，讲解药物的剂量、服用时间和注意事

项，确保老年人安全用药。

正确用药指导

介绍常见药物的副作用，让老年人了解药物

使用中的潜在风险。

例如，讲解降压药可能引起的头晕、乏力等

副作用，以及如何应对。

药物副作用

常见药物



PART 04
实施计划



团队组建与培训

完成团队组建和培训，确保成员具备开展科普活动的能力。

例如，通过培训让成员熟悉科普内容和讲解技巧。

确定科普内容和形式

确定科普内容和形式，如讲座、实验演示、互动问答等。

例如，设计有趣的实验演示，让老年人直观感受化学知识。

联系活动场所

联系社区、养老院等老年活动场所，协商活动开展时间和场地。

例如，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确定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01

02

03

准备阶段



定期前往老年活动场所，通过讲座、实验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例如，每月开展一次科普活动，确保活动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定期开展科普活动

每次活动后收集老年人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优化科普内容和方式。

例如，通过问卷调查或现场交流，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建议。

收集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持续优化科普内容和活动形式，提升活动效果。

例如，增加互动环节，让老年人更积极地参与活动。

持续优化活动

活动开展



活动总结评估

对整个科普活动进行总结评估，分析

活动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例如，通过数据分析和案例总结，评

估活动的成效。

撰写总结报告

撰写总结报告，记录活动的全过程和

经验教训。

例如，详细记录活动的策划、实施和

反馈情况，为后续活动提供参考。

表彰优秀成员

对表现优秀的团队成员进行表彰奖励，

激励成员积极参与活动。

例如，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表彰成

员的突出表现。

总结阶段



PART 05
资源需求与预算



招募化学专业的大学生作为团队成员，确保具备扎实的化学知识和良好的

沟通能力。

例如，通过校内招募选拔出10名优秀学生组成团队。

邀请化学专业教师作为指导教师，为团队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

例如，邀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担任指导教师。

邀请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作为活动协助人员，协助活动的开展。

例如，邀请社区工作人员协助组织老年人参与活动。

团队成员

指导教师

活动协助人员

01

02

03

人力资源



科普资料

准备丰富的科普资料，包括宣传册、

海报等，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理解化学

知识。

例如，制作精美的宣传册，详细介绍

食品安全、清洁用品和常见药物等内

容。

实验器材和试剂

准备实验器材和试剂，用于实验演示

环节，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例如，准备简单的化学实验器材和试

剂，让老年人直观感受化学现象。

宣传海报

制作宣传海报，用于宣传活动和吸引

老年人参与。

例如，设计醒目的海报，张贴在社区

和养老院等场所。

物资资源



本次活动需要筹资1500元作为启动资金，

用于购买物资、交通费用、专家授课费

用等。

例如，购买实验器材和试剂需要500元，

交通费用300元，专家授课费用400元。

预算需求

通过学校资助、社会捐赠等途径筹集资

金，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

例如，向学校申请资助，同时积极寻求

社会企业的捐赠。

筹资途径

制定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确保资金的

合理使用。

例如，将资金用于购买必要的物资和支

付活动费用，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资金使用计划

资金资源



PART 06
预期效果



01 0302

知识提升

老年群体对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知识有

更深入的了解，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改

善生活。

例如，老年人学会辨别食品是否过期

变质，避免食用有害食品。

生活质量改善

通过科普活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

到提升，安全隐患得以消除。

例如，老年人学会正确使用清洁用品

和药物，避免对健康造成危害。

社交互动增加

增强老年人与大学生的交流互动，丰

富老年人的社交生活。

例如，通过科普活动，老年人与大学

生共同参与，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老年群体受益



大学生在科普活动中得到锻炼，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例如，通过讲解化学知识，大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专业知识得到巩固和提升。

专业素养提升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更好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例如，通过参与科普活动，大学生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增强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增强

通过团队合作开展科普活动，大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升。

例如，团队成员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科普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大学生成长



引起社会关注

在社会上引起关注，带动更多人关注老年群体的科

学知识需求。

例如，通过媒体报道和社区宣传，让更多人了解老

年群体的科普需求。

01
促进科普事业发展

促进科普事业的发展，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

例如，通过本次科普活动，为其他科普活动提供经

验和借鉴。

02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代际沟通和社会和谐。

例如，通过科普活动，增强老年人与大学生的交流

互动，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03

社会影响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