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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江苏江都人，古生物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

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主

要从事中生代鸟类、相关生物群及地质背

景的综合研究。

科学文化孕育并形成于科学
共同体内部，是科学共同体接受和
共享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社会
规范，蕴含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
学方法、科学伦理、科学规范、价值
观念与思维方式等。伴随科学的
社会化发展，科学文化也不断向社
会扩展，形成社会层面的科学文
化，包括公众对科学（及科学家）的
认知和态度、对科学价值的判断和
追求、对科技活动的尊重、宽容、支
持与参与、青少年对科学事业的选
择等。

如今，科技与社会的结合愈加
紧密。科学文化的建设，除了首先
需要重视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文
化建设外，还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普
及和科学教育，从而营造理性平
和、富有创新意识和活力的社会文
化氛围。当前中国科学文化建设
的现状从一些相关调查数据可窥
一二。1）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公民
科学素质大体反映公众对科学的
认知，从测度角度，包括公众对科
学知识的掌握、科学方法的理解和
对科学对社会影响的认知。1992
年以来，中国进行了 10次公民科学
素质调查，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比
例从 1996年的 0.2%提升到 2018年
的 8.47%，呈现整体的缓慢提升。
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科学文化社会
氛围在不断优化，尽管与世界发达
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美国公民科
学素质从 1988年 10%提高到 2008
年 28%，之后一直保持在 28% 左
右。1995—2008 年是其公民科学
素质的快速提升期，这与美国当时
的科学教育改革及科普发展密切
相关。20世纪 80年代起，美国开始
实施以培养学生科学素质为核心
的教育改革并推出了“2061计划”，
美国教育法也正式立法实施。

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影响
要素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
性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
具备科学素质公民产生的基础，随
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具备科学素
质公民的比例明显提升。同时，科
学教育也是影响科学素质的重要
因素。2）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态度。
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态度，能够反
映公众对科学为社会所带来的社
会价值的认同程度，能够反映社会

文化中是否具有科学因素和具有
多高程度的科学因素。整体看，中
国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声望和职
业期待都较高。尤其是社会声望
方面，科学家一直都排在前三名，
职业期待也在前五名。但是，近 10
年来，中国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声
望和职业期待呈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2015年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
能力测试结果也显示，中国“将来
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
生比例”仅为 16.8%，远低于美国的38%，甚至不及 OECD 国家的均值24.5%。对比看，公众对科学家与
科学职业的较高期待与中小学生
的从业意愿存在明显落差，虽然原
因较多，但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不
足存在一定关联。3）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态
度。中国公民支持科学技术的比
例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中国
科学研究具有公众支持的广泛基
础。譬如，对“尽管不能马上产生
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
的，政府应该支持”的说法持赞成
态度的公民比例 2007年为 74.2%，2018 年达到 81.6%，呈攀升趋势。
公众对开展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
识近 10年逐步提升，这是一个可喜
的进步；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
般性的支持与对科学研究更深层
次的认识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加强科学普及和科学教
育，推动科学文化建设有几点建
议。

一是科学教育方面。中国当

前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仍然存
在很多问题。诸如科学教师队伍
专职化比率较低，不少科学教师缺
乏基本的科学素质；科学教材版本
较多、编写质量不一、课程标准定
位不清等。建议充分吸纳热心基
础教育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深
度参与科学课程标准制定和科学
教材编写，让科学教育真正实现科
学和教育的有效衔接和融合。同
时，加强对科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力度，提升科学教师队伍的科学素
质和专业化水平。还需要指出的
是，当前应试教育对科学教育有着
深刻的影响，相关改革不到位，科
学教育的成效必然会大打折扣。

二是科学普及方面。除了继
续加大对科普的投入，充分利用科
普设施、大型科普活动等提升公众
对科学的参与，推动科学文化的广
泛辐射外，尤其需要重点关注领导
干部公务员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科
学素质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的
科学素质和科学决策能力关乎更
广泛、更长远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建
设发展，而媒体从业人员的科学素
质则会影响广大公众对科学的认
知、态度以及行为，提升这两个群
体的科学素质水平尤为重要。

三是在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
中，要更多地纳入对科学探究过程
的考虑，以此推进科学精神的弘扬
和在人们头脑中的形成，这才是科
学文化建设的核心。在公众普遍
支持科学技术的氛围下，要更注重
科学精神的培育。以辟谣为例，只
告诉公众谣言是错误的、正确权威
的答案是什么还远远不够，没有通
过科学分析、说理辩论等让公众具
备做出科学理性判断的能力和正
确寻求科学解释的能力仍是徒劳。
美国科学教育领域的一些做法值
得借鉴，例如，中小学科学课程提
倡直接经验重于课本知识、学生要
独立思考和参与实践；课程设计方
面，美国科学教师协会指导科学教
师以 5E模型（参与、探究、讲解、细
节描述、评估）设计课程，让学生理
解科学理论的“构建、质疑、检验、
修正”全过程。

科学文化建设需要重视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周忠和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