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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大家谈

科学传播：学部的传统与挑战

郭传杰

作者简介：郭传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  100864）。

今天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科学与中

国”科普工作座谈会，对学部的科普和科学教

育工作，借此机会，我谈三点看法。

一是我国精英科学家重视科学传播是有

历史传统的。109年前，赵元任、任鸿隽等9

名留美生在康奈尔大学发起创建的中国科学

社，主要宗旨之一就是提倡科学、传播知识，

为中国科学启蒙。当年及其后参与科学社活

动的不少成员，不仅成了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而且科学传播也是他们科学人生的事业追求

之一，如竺可桢、严济慈等前辈大家，亲自

著书撰文，重视科普，成为典范。20世纪50

年代，学部成立后，华罗庚、钱三强、赵九

章等著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学普及，且亲

力亲为，著述甚丰。90年代初，学部工作刚

刚恢复正常化，1995年学部就制定了第一个

发展战略规划，其中，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

被列为学部工作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给予

了建制化的加强。1995—1996年开展的百

名院士百场报告走遍全国，周光召等主编的

《共同走向科学》三卷本丛书影响深远。这些

说明，学部的科普工作不是自2002年才开启

的，精英科学家们亲力亲为重视科普，有着

悠久的传统。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这跟

他们科学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家国情

怀，跟他们重视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理念，

跟他们对科学传播的深刻认知，都是密切相

关的。2025年是学部成立70周年，我觉得从

科学传播的视角，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回

顾、总结，这对弘扬我国科学家的精神传统，

对推动学部科普工作深入持续发展，都很有

价值。

二是更有成效地开展好学部科普工作。目

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加起来

大约有1800人，这是一支最高端、但又稀缺

的科学传播力量。在科普工作中，如何用好这

支宝贵而又难得的科学人才资源，以获得效益

最大化，应该还有不小发展空间，值得思考。

一方面在于科普对象的重点选择，另一方面在

于科普内容及方式的改进。我国科普工作的对

象包括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五类重点人群。在学部有组

织开展的科普中，对这五类重点人群，还要进

一步遴选重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以及

大、中学生这两类人群应是学部科普最重要的

受众。前者有决策权，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面

大；后者的创新素质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长远

发展影响深远。

在科普内容和方式方面，也需精心琢磨。

面对干部和公务员的报告，要有较宽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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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报告人除讲解自己熟悉的学术研究工作

外，还要能衔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宏观

战略层面，提出学者的观点和建议。面对大、

中学生的讲座报告，要从长期以来重点传播前

沿科技知识，转向重点传授科技创新的价值观

和方法论，使青少年不仅了解相关的前沿科技

知识，更能学到如何去创造新的科技知识。打

个比方，如以屠呦呦先生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

尔奖为例，若只讲青蒿素为什么重要，只讲屠

先生怎么辛苦、夜以继日，甚至以身试药，但

忽略了她以冷媒萃取的逆向思维这一关键点，

给青少年的启迪将是有限的。

三是使学部科普工作与科学教育的理念进

一步贯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科学教育是一种

新的教育形态，它与传统“应试教育”有很大

的不同。在教育理念上，它不以传授已有知识

为最根本目的，重在让青少年尽早形成创新、

创造的价值观，重在为未来培育大批杰出创新

人才，而不仅是成为应用现成知识的劳动者、

建设者。在教育方法论方面，它重在培育学生

的高阶思维，如问题意识、善于质疑、独立

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农耕

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教育观，重在让学生掌握

知识的记忆、理解、应用等低阶思维。当今

时代已进入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智时代，人

们获取知识已非难事，面对不确定性很强的

未来社会竞争，高阶思维才是未来人才最宝

贵的思维武器。

院士是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最具创新意

识、最富创新能力、最有创新成就的科学家精

英群体，在科技创新方面经验丰富。他们所取

得的创新成果和前沿知识不仅是鼓舞青少年的

良好教材，他们在创新实验中的思考、探索过

程，包括探究失败的结果与困惑，这些隐性的

知识对青少年的启发更有意义——可以让学生

从小养成像科学家那样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方式与习惯。学生听科学家的报告，所获得的

不只是现成知识的增量，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知

的精神、理念、思维和方法。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

前，学部工作局组织这次“科学与中国”科普

工作座谈会非常有意义。这么多院士、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一定会使学部的科普工作更加活

跃、深入，提升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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