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科学文化论坛 :  关于推进科学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建议 

文章来源: 科技导论2009年第4期 

加入时间: 2009-04-11 

阅读次数： 37 次

关于推进科学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建议  

张开逊

关于推进科学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建议 

作者：北京市科协荣誉委员、北京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 张开逊 

2008-12-30 阅读次数:17次  

  科学已经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将更加广泛、深刻。人类用数百万

年走出石器时代，用3000年走出青铜器时代，此后长期在铁器时代徘徊。近二、三百年间，由于近代科学诞

生，人们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创造出超越经验与常识的技术，它们急剧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劳作方式，

人类相继跨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核能时代和航天时代，迅速步入现代社会。 

  科学导致的这种变化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人们通过科学探索，发现新的自然现象和规律，依据新的

知识创造新的技术；通过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使这些发端于个体头脑中的智慧，成为大众的知识与能

力。发现与发明是科学前进的标志，传播与普及是科学影响社会的必由之路，没有被传播与普及的科学技术

对人类活动是没有意义的。许多科学大师都是热忱传播科学的人，他们传播科学与探究自然同样杰出。 

  探索与普及，是人类科学活动永恒的主题。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的能

力，帮助人类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与公众分享对科学的感悟，热忱地传播科学，为公众提出有益的建议。 

  科学传播是当今世界关注的共同课题，中国对科学传播的需求更加迫切，至少有三种因素使我们必须对

科学传播予以特殊的关注。 

  1、 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之际，正值中国闭关锁国之时，当时的中国几乎完 

  全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产业革命浪潮席卷西方世界的时候，中国正在屈辱地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

国没有成为近代科学的故乡，没有产业革命的经历，近代科学没有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人对

现代科学的理念与知识感到陌生。 

  2、 开放改革迎来中国生产力大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人们在市场经济法则支配下，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开拓、创业。受到知识与能力的制约，许多地方创

业的水平不高，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常常陷入国际竞争的困境，人们迫切期待得到科学的帮助。 

  3、 中国开始高速发展经济的时候，世界化石燃料已经不再丰富，许多重要 



  的资源已经开始出现短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还必须面对诸多领域森严的技术壁垒。迫切需

要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整体科学文化素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科学要素。 

  科学工作者应该探究传播科学的有效途径，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为科 

  学传播赋予崇高的人文涵义。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同公众分享对科学的感悟。 

  1、 理解人性的特点，理解公众思维活动的特点，在人文背景中讲述科学。 

  向公众传播科学，应该有趣、有用、有理、有情。人性浪漫，喜欢有趣的事物；人性务实，喜欢有用的

事物；人性明理，喜欢逻辑、哲理；人性多情，向往人文情怀。 

  科学传播的对象是关心科学然而不熟悉科学的公众，应该使科学由抽象概念 

  构成的逻辑符号体系转换为形象生动的大众语言，这种转换是对传播者理解科学的深度与驾驭语言能力

的挑战。 

  传播者应该研究科学史。科学史讲述普通人探究自然成功和失败的故事，沿 

  着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由过去追寻到今天，是公众理解科学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如果不了解历史，人们

可能重演历史。 

  2、 关注科学的多种形态，全方位理解与传播科学。知识是科学传播的基础， 

  然而知识仅仅是科学的静止形态。探索与创造，是科学的运动形态；技术，是科学的物化形态，因为它

已经成为使物质世界发生改变的手段；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文化形态。传播者应该努力思索科学的丰富内

涵，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 

  3、 诠释“创新”的科学含义。创新是更加深刻地思索之后产生的构想或行 

  动，既非想当然，也不是“灵机一动”。创新是一切事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人人可以参与而且可能成

功的事业，是应该努力传播的重要理念。 

  创新涉及人类诸多领域的活动。历史学家以人类技术活动的特征划分时代， 

  应该特别关注使物质世界发生改变的技术创新。技术与发明是同义词，发明是第一次出现的技术，技术

是被证实有效、反复使用的发明，技术创新的真实含义是发明，发明是技术进步的真正标志。 

  4、 思考未来。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市场使世界看起来充满生机， 

  然而在宇宙演化的时间尺度上，这种繁荣的景象不能够持久，因为市场是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驱动市

场的大多是不顾长远的眼前利益。市场经济愈发达，愈需要科学为人们提供理性、客观的建议。 



  科学发展观是人类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荣昌盛的重要行为准则，是一种超越 

  现实、思虑未来的智慧，在实践过程中将会涉及各种复杂的问题，激励公众思索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途

径，是科学传播的又一重要使命。 

  为了推进科学传播与普及的事业，提出四点建议： 

  1、努力使各地科技馆成为传播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场所，使公众获得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启迪与帮助，为政

府决策提供理念与信息的支持。使科技馆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令人依依不舍，仰慕追随。 

  2、充分利用电视提高人们科学文化品位与思维能力。以传播科学文化为宗 

  旨的频道不宜采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不能用考核商业绩效的办法考核传播科学的电视栏目。国家用纳

税人的钱建设了电视台，电视应该以公益性的方式播送科学节目回馈社会。 

  3、 推进科学界与教育界的交流，使科学家了解教育的智慧，使教育家了解 

  真实的人类科学活动，使科学教育达到新的境界。 

  4、 使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纳入国家的大教育体系，像办学校一样办科学技术 

  普及事业。科学普及事业本质上是提高全体公民文化科学素养的社会基础教育，政府应该在经费体制上

使科普事业得到持久的制度化保障。学校教育塑造未来，科普事业影响现在，直接对现实社会产生积极作

用，两者应该以同等重视程度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