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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造发明教育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路径，是中小学素

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中小学生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科学

素养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中小学创造发明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标准，在全国不

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开展情况都不尽相同，不仅教学内

容有所不同，在教学模式、师资水平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此外，国内

中小学创造发明教育相关图书资源的匮乏使得科技教师在设计教学

内容时难以找到教学标准，给教师确定教学范围、把握教学重点、选

择教学方法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困难。

基于中小学创造发明教育的尴尬局面，武隆区教委于 2015 年 8

月立项重庆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重点项目《农村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

改革试点》、2016 年 9 月立项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少年创造发明教育

的体系构建与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组经过 3 年多的潜心研究和教学

实践，积累了一种易学、易教、易用的中小学创造发明教育的教学资

源，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形式灵活、方法科学的中小学创造发明教

育的教学课程，使各个学校在教学课时安排和教学内容设置上有所参

考，使教师们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有所借鉴，使广大中小学生更

多了解知识产权、更多进行创造发明，得到创新能力的培养、得到科

学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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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分为创造发明和知识产权两个部分，在教学设计上与传统

意义上的课程有所区别，在保证教学体系完整的同时，各章节内容基

本保持相对独立。在使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灵

活地选取本课程的内容组成教学内容体系。每个小节的课程可以当作

完整的教学单位，包括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分组讨论、拓展练习或

创新思维训练、教学小结等教学环节，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循序渐

进地掌握和巩固知识、构建和训练能力。通过学习“创造发明的历

史”，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和现代哪些优秀的创造发明，了解中国古

代和现代发明家的故事，知道什么是创造发明，增强创造发明的自豪

感和责任感；通过学习“创造发明的钥匙”，使学生学会 11 种创造发

明的方法和创新思维，增强创造发明的方向性和规律性；通过学习

“创造发明与知识产权”，使学生认识知识产权及作用，能够检索、

申请和保护专利，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增强创造发明的视野和

行动。

本课程由杨永双老师策划和审稿，杨雷老师主笔“创造发明的历

史”、聂凤霞与杨永双老师主笔“创造发明的钥匙”、郭朝强老师主笔

“创造发明与知识产权”。本课程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

和书箱，并部分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在此对各位编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课程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

广大老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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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课  了解知识产权

学习目标

￭小朋友们，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发明创造的知识，了解了什

么是发明创造，以及发明创造对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今天开

始，我们要学习有关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有着

密切的联系，小朋友们可要认真学习哟。。

￭认识汉字不仅能记录、传承历史，更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体会汉字的创造发明过程包含着很多的创新思维方法。

学习内容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一）什么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这一术语源于德国，英文为Intellectual Property。中

国香港译为“智力产权”；中国台湾译为“智慧财产权”；中国大陆译为

“知识产权”；日本译为“无体财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对自然人通过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智

力成果,依法确认享有的专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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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

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

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二)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特征）：

      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是一种有别于财产所有权的

无形财产权。

  1.无形性:

  2.专有性: 包含三层意思：

      1) 这种权利为权利人所专有，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利受到

严格保护。

      2)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没有经过权利人的同意，不能享有或

使用这项权利。

      3) 只有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才能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加以变更。

3.地域性:

分三种情况:

1)知识产权仅在一国范围内有效.在一般情况下,一国授予的某项知识

产权,只有在该国境内受其法律保护,发生法律效力,在外国并不当然

发生效力。如果想在外国取得权利，必须依外国的法律申请并得到批

准才可享有。 

2)知识产权在两国范围内有效。一些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签订双边互

惠协定的国家。

3）知识产权在多国范围内有效，按照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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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凡是加入国际公约成员国的公民，依照规定的程序，所获得的

某项知识产权，在各缔约国中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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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对参加伯尔尼公约或世界版权公约的国定来说，版权

在各缔约国基本上都有效。

4.时间性:这点与物权不同

       根据知识产权的性质，有的不适于永久存在，有的不必要永

久保留，因而法律上对其都有一定存续限期的限制。至于存续期限的

长短，则要根据各种知识产权的特征以及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

律做出规定。如专利权的保护期限，苏联的规定是从申请日起算15年；

美国从批准日起算17年；英国从提交完整申请案日起算20年。 

5.可复制性:（P24）

    又称工业再现性,指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可以固定在有形物上,并

可以重复再现 重复利用的特征。

（三）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

1.激励发明创造。

 “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2.保护发明创造。

3.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四）知识产权的主体

    知识产权的主体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 其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

授予为条件。原始主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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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继受取得，一般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取得，会产生数

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

       除作者之外的其他著作权人，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取得著

作权。

    ①因继承、遗赠、赠与取得著作权；

    ②委托（因合同）而取得著作权；

    ③著作权的特殊主体—国家（购买、接受赠与、法律规定）。

如19条第一款：无人继承的、第二款：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终止后，

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的，都归国家所有。

3. 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奉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

（1）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营业所的外国人：国民待遇

（2）在中国无经常居所或营业所的外国人：按照双边或国际公约确

定外国人权利义务

（3）前者之外：按照互惠原则确定权利义务

      无公约以及无国籍人：

    ①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

    ②作品首先在中国的成员国发表；

    ③作品首先在中国的成员国发表和非成员国同时发表；

    ④在外国出版后，30天内又在中国出版的《伯尔尼条约》《世

界版权合约》

（五）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

    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对象，是指人们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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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

     1.知识产品的类别

   1)创造性成果：如作品、工业技术

    2)经营性标记：如商业性注册商标

    3)经营性资信：如绿色标志、国家地理标志等证明商标或集体商

标

    2.知识产品的基本特点

    1)创造性    2)非物质性

     3)公开性    4)社会性

（六）知识产权的分类

   

知 

识 

产 

权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演出、录音、录像、广播作品

制图、技术绘图

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及邻接权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

原产国名称

厂商名称

专利权

商标权

名称标记权

制止不正当竞争

工业

产权

 植物新品种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商业秘密

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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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一、汉字的创造发明包括哪些表现形式？

二、出了象形、会意、形声造字法外，还有哪些造字的方法？

三、汉字的游戏玩法有哪些？

拓展练习

一、对联猜谜语

一年春节前夕，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去郊外办事，路过一

家门前，看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

七八九。

郑板桥读后，掉头就往家里跑。不一会儿，他扛来一袋粮食，还

拿着几件衣服和一块肉，急匆匆地走进哪户人家。只见屋里的人缺吃

少穿、愁眉苦脸，送来的粮食、衣物正好救了他们的急，一家老小十

分感激郑板桥。

这副对联是一个谜语，也是一个成语，你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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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谜

◆家中添一口，打一字。

◆八九不离十，打一字。

◆人不在其位，打一字。

◆太阳西边下，月亮东边升，打一字。

教学小结

汉字的创造发明既包括汉字的表现形式、方块字的表现形式，还

有延伸的汉字书法艺术。在造字的方法上既有象形、会意、形声造字

法，还有如指事、转注、假借等其他造字方法。在造字过程中还融进

字汉字的游戏功能，比如字谜。

第18课  认识专利制度

学习目标

￭小朋友们，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发明创造的知识，了解了什

么是发明创造，以及发明创造对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今天开

始，我们要学习有关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知识产权和发明创造有着

密切的联系，小朋友们可要认真学习哟。。

￭认识汉字不仅能记录、传承历史，更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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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汉字的创造发明过程包含着很多的创新思维方法。

学习内容

1.专利

   专利的英文为“patent”,该词既有“公开”之意，也有“专有、独占”之

意，含义是将技术公开并独占使用。

   在我国，其基本含义一般有：

      专利权的简称； 

      专利文献的简称；

      国家专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查认定符合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

 2.专利权

    专利权，是指法律赋予专利权人对其获得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

内依法享有的独占性使用权。

    其特征:

       1）独占性:      2）客体公开性

       3）法定授权性   4）效力局限性

    专利权具有狭义的知识产权的全部特征

3.专利法

    专利法，是指调整发明创造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和。

  专利法的特征:

    1）专利法是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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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利法是特别法。

     3）专利法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

     4）专利法随科技发展而发展。

二、专利法的主体：

专利发明人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 

专利权的使用人

专利的利益相关人

三、专利权的客体

是指专利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按照专利法的规定，

可以授予专利权给予保护的发明创造

。

（一）  专利权客体的种类 

1.发明

专
利
权
客
体
的
种
类

发   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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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明的概念

      一般意义上的发明，是指通过智力劳动创造或设计出了前所未

有的东西。

      专利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

技术方案。

    （2）发明的特征

  发明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

  发明是一种技术方案。

  发明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案。

  发明必须是一种符合法律要求的技术方案。

专利保护的客体：发明（创造）

      开拓性发明(原始创新)：如我国的“四大发明”、蒸汽机、纺织

机械、白炽灯、青霉素等。 

　中国的铸铁技术开始于 2200 年前，比欧洲早 1500 年；战国时期

发明的指南针，公元 105 年发明的造纸，比欧洲早 1000 年；公元 808

年、1048 年分别发明了火药、印刷术。

发明＝技术；

发现＝科学。

专利不保护科学

发明:  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创造

氧气可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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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气体不助燃

特定金属通电会发光、发热、 氧化

灯泡  (爱迪生)

   把金属丝置于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罩内，隔离氧气使金属不被氧

化，而光线可透过玻璃。

3）发明的种类

（1）产品发明

     新产品、新材料、新物质

     如电子计算机、超导材料和人造卫星的发明 

（2）方法发明

     操作方法、制造方法、工艺流程

     如汉字输入方法、无铅汽油的提炼方法 

     区分二者的法律意义：

     二者效力范围不同:

        产品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

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

        方法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

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瑞芙/伊利)

2.  实 用 新 型 

1） 实用新型的概念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

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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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用新型的特征

  实用新型只保护产品。

  实用新型保护的是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必须具有应用性技术特征。

  实用新型必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区别

（1）创新程度要求不同

       实用新型的创造性低于发明。我国专利法对申请发明专利的

要求是，同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进步;而对实用新型的要求是，与申请日以前的已有技术相比，有实

质性特点和进步。对发明强调了“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

而对实用新型只提“实质性特点和进步”。显然，发明的创造性程度要

高于实用新型 。�

（2）保护范围不同

       实用新型所包含的范围小于发明 由于发明是对产品、方法或

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所以，发明可以是产品发明，又可

以是方法发明，还可以是改进发明。仅在产品发明中，又可以是定形

产品发明或不定形产品发明。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范围则要窄得多，它仅限于产品的形

状、构成或者其组合所提出的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样，各种制造

方法就不能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与形状、构造或其组合无关的

产品也不可能有实用新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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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审批程序不同

（有无实质审查）

       实用新型专利的审批过程比发明专利简单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

规定，专利局收到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专利

法要求的，不再进行实质审查，即可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发给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而对发明专利，则必须经过实质审查，无论是审查的

手续和时间都要比实用新型复杂得多，长得多。

发明从申请到获得授权证书一般需要 2-3 年；实用新型一般需要半年

左右时间。

（4）保护期限不同

（发明专利 20 年，实用新型 10 年）

3.外 观 设 计

1)外观设计的概念和特征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外观设计是

指工业品的外观设计，也就是工业品的式样。

      （1）外观设计的载体必须是相对独立的产品；

      （2）构成外观设计的是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

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

      （3）外观设计是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4）外观设计必须富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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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观设计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区别

（1）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是产品的外表设计，不涉及产品本身的技

术性能；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范围既涉及产品的外形和外部结构，也

涉及产品的内部构造。

（2）外观设计的目的是利用美学原理达到美感效果，而不重视技术

效果；实用新型作为一种技术方案，旨在实现一定的技术效果。

（3）外观设计产品既可以是立体的，也可以是平面的；实用新型产

品必须以固定的立体形态存在。

发明专利：

    技术含量高，发明人所花费的创造性劳动最多。投资大、开发试

验长或市场寿命较长的发明创造 。新产品及其制造方法、使用方法

都可申请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相对发明专利而言，技术水平稍低，经市场预测寿命较短，只要

有一些技术改进就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是指产品形状、构造或其

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技术。

外观设计专利：

专

利

的

种

类

发明专利

保护期 20 年

实用新型

　保护期 10 年　

外观设计

保护期 10 年

指对产品、方法或

其改进所提出的

新的技术方案

     对产品的形状、构造

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

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

或色彩或其结合作出的

富有美感的并适于工业上

应用的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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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46200111031010222

https://d.book118.com/94620011103101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