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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大家谈

编者按：2002年12月，在周光召、路甬祥等院士专家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

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等单位共同发起“科学与中国”院士专

家巡讲活动。202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

对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提出殷切期望。同年9月2日，“科学与中国”组委

会发布了“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倡议，启动“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开启了

“科学与中国”再出发的新征程。2024年7月20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国”

院士专家代表回信一周年之际，由“科学与中国”组委会主办的“科学与中国”科普

工作座谈会在京举办，两院院士、“科学与中国”组委会成员单位和部分科学普及与

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观点。本刊“科学教育大家谈”栏目

编发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畅通科普渠道  构筑科学梦想

孙和平

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人文素质的提高是一

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

源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

会。我出生在江苏无锡的江阴市，这里经济十

分发达，近年的GDP年均量达5000亿元，是

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县级市。尽管离开家乡

多年，但我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我也分析

过其经济发达的原因，除了基础设施完善与自

然气候条件好等特点，其核心还是这里的居民

普遍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

目前，如何保障我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发

展，适应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我认为开展科普工作，加速提

升广大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但目前科普工作的开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

表现在渠道窄、从业人员少、一线科学家与教

育家参与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每天面

对着海量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不是“缺科”

就是“缺普”。公众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科学

素养，便很难筛选出“准确”的知识。因此，

作为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应该肩负起这一

社会使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任和义务，科学家应该将所学回馈社会。

对正处于大中小学时期的青少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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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未来的生力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对未来国家建设十分重要，对

他们个人的成长也十分重要。因此，面向青

少年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中央

十分重视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播撒科学种子，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

象力和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

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应该立足专业优

势、配合学校教育，积极参与科普进校园，尽

早在青少年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点燃科学梦

想的火种。我认为，面向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

该从传播科学知识向更深层次的传播科学思想

和科学家精神转变，并将树立理想信念作为重

点。面向大学生的科普应该是培养他们独立的

创新思维能力、质疑能力、联想能力等。

中国科学院倡导了“千名院士·千场科

普”行动，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

“武汉市科协”）从2021年起成立了9家以院士

的名字命名的科普工作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在我看来，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目

前，我国中小学的数量高达50多万所，还有

高等院校、机关、社区、农村等，仅院士群体

做科普的覆盖面与受众人群是十分有限的。科

普联络渠道不通畅等原因导致很多优秀的科研

人员想作为但又难有作为。这就需要在科普工

作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探索，通过搭建信息通

畅的科普沟通平台、组建高水平的科普专业队

伍、丰富全面高效的科普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举

措，为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和科学教育工作创造

良好的条件。

武汉市科协探索的院士科普工作室这一模

式在如何发挥院士所在团队、所在单位以及所

在行业的科学家、教育家的积极作用等方面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以我名字命名的“孙和平院

士精密测量科普工作室”成立以来，我们将重

点放在体制机制探索方面，比如在重庆成立重

庆科普分室、在湖北宜昌和三峡大学合作成

立三峡科普分室、在浙江绍兴成立科普基地，

都属于打破传统的孤岛化、碎片化的科普传

播模式的探索。

根据学科特点，工作室立足学校阵地开

展的科普活动一直秉承公益的原则，通过规

模化、体系化地开展活动，降低科普的时间

和经费成本，在不给学校增加额外负担的同

时，将科普效果最大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工作室组织中国科学院科普志愿者走进153所

学校，讲授科普报告400余场，面对面受众学

生超过3万人，反响热烈。

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不断探索科

普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开放合作的路径和

社会力量的凝聚，为促进实现我国公民科学

素养的整体提升、构建知识型社会奠定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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