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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科学的印象？

 科学很有用，但科学太难了：都是公式、术语、代号，艰深、太难学了

 科学促进经济发展，但科学也有负面作用：转基因对人体有害？人工智

能让人类失业？核能导致污染？PX石化项目危害健康？……

……

问：为什么科学让人感到无趣，不好玩？

答：因为科学有门槛，我们并不了解科学



你对科学家的印象

 谦虚，严谨，但不够亲和力，无趣

 身体差，白发苍苍，领导关怀

 白大褂、实验室、瓶瓶罐罐、深居简出

 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清贫

 献身科学，没时间照顾家庭

问：为什么科学家的形象这么刻板？

答：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科学家的机会

太少了，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群体



问：既然科学很难，不好玩，为什么还要学科学？

答：因为科学很有趣，太有用了

问：既然科学家的职业并不光鲜亮丽，又如何吸引

大家学科学？

答：…………



春哥之问

什么是科学

为什么要学科学

科学教育怎么做

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中有何作用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舶来品，发源于古希腊。

 科学是在与宗教和神学的战斗中逐渐胜出，传遍欧洲。

 1930年，以发现冥王星为标志，世界科学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1919年的五四运动，科学——赛先生进入中国。

 文化入侵：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屠呦呦…，结论：科学有用

 军事入侵：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两弹一星…，结论：

科学救国



什么是科学

 古代传统文化与科学是不兼容的，有时候是矛盾冲突的

 古代传统文化一方面重视个人修炼，逐渐走向虚无缥缈的玄学；另

一方面重视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技术发明。

 中国缺少科学的文化基础，批判、质疑、求证、独立思考

赛先生进入中国一百年，我们才开始全民学科学

已经晚了，但还不迟……



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以兴趣为导向，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创造性活动。

 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逼近真理，但可能永

远无法抵达真理。

 科学的关键是证据，科学上不应该有权威，也不可能有权威，权威

是阻碍科学创新的。

科学不等于正确

科学是可以被推翻的真理



为什么要学科学

 科学是理性的，科学对人生发展的作用：理性思考人生，提升个人

价值

 科学是需要证据的，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减少伪科学、反人类

活动，社会秩序平和

 科学是批判的，科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否定，追求进步，促

进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领域持续改善和提升

 科学是探索性的，科学对人类未来的价值：探索未知领域和未知世

界，扩充认知边界，促进能力提升，延续人类未来



只有懂得足够多，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只有站得足够高，才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只有看得足够远，才能体会到人类的渺小。

科学教育的目标



 经济：投资增加，GDP增长。但一定阶段后，导致瓶颈、滞涨，

 科研：经费投入增加，科研产出增加。一定阶段后增长效应减弱

 必须厚植基础，培育创新土壤，才有枝繁叶茂。

 何谓创新：与众不同

 全民（决策者、企业家、父母、中小学教师）：热爱科学，把科学融入生

活方式（饮食起居、电视、博物馆）。

为什么要学科学



 科学的兴趣随着年龄逐渐递减，特别需要从小培养对科

学的兴趣

 科学是反直觉的，因此需要从小启蒙，反复训练，形成

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不要觉得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还不错，就觉

得我们的科学教育还不错。

中国对现代科学知识库的贡献还很小，我们

是在西方构建的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要学科学



科学教育的现状

 懂教育的不懂科学，懂科学的不懂教育

 学校老师：懂教育，但不懂科学，不会上科学课

 科普队伍：懂点科学，但进不了校园

 中小学生：不好玩，不用考试，不重视科学课

 科研队伍：懂科学，但不懂教育



科学进校园

教育

科普

科研 科学教育不仅是为了培

养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

，更是奠定科技创新的

大众基础



科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的科学素养还很低

 科学课应该成为与语文、数学并列的主课

科
学

语
文

数
学

2017年，中小学首次全面开设科学课，科学教育的春天来了

科学教育太重要了，应该成为与数学和语文并列的主课



现代教育的短板

 知识教育

 情感教育

 健康教育

 规则教育

 安全教育

 科学教育

由于学校科学教育的长期落后，

导致现在社会化科普来补课



健康与幸福：情感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规则教育

 如何应对冲突，如何团队合作

 如何锻炼身体，如何平衡膳食

 如何避免危险，如何保证安全



科学教材现状

 现状：知识碎片化，缺少体系和逻辑联系，忽视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原因：缺少懂教育、懂科学的科学教育家。

中国需要既懂科学、又懂教育的科学教育家

科学教育家，首先应该是科学家。



科学教育怎么做

 教师

 教材

 校外机构

 社会资源

 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的作用

科学课教的是科学，科学家不能缺位，不该缺位

感谢教科社把科学家团队引

入科学教材编写，与教研团

队联合工作，特别感谢郁波

主编的开放和包容



科学家的参与

 科学家：霍金，影响力遍布全球，持续数十年，微博一天吸粉300

万；卡尔萨根（宇宙）：几十种语言，十亿人收看；我们还没有涌

现这样的科学家

 科幻片：星际穿越、火星救援，一周票房5500万美元，风靡全球；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科幻片

 科普节目：Discoversy探索频道，国家地理，科普脱口秀。

 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五千万册；《暗淡蓝点》；



科学课教什么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三会上强调：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

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科学教育的内涵

 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科学教育的目的

 讲科学

 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

科学是人的基本素养，文学、艺术、科学，都属于基本素养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提出问题，但问题哪里来：来自生活和观察

 总结资料，如何收集信息：文献资料的归纳总结

 作出假设：基于已有知识的合理假设

 开展实验：验证假设的充分性

 观察和记录结果：测量、重复、分析、比较

 分享结果：同行评价，接受质疑

法无定法，创新没有固定的路径可循



像科学家一样工作

 野外考察，实地采样：观察、记录、描述

 实验室分析：样品前处理，开展实验，操作流程

 结果分析：数据、图片、表格

 成果展示：发表论文、海报、学术报告

理论研究也可以直

接从理论到理论



科研工作的一些特点

 安全注意事项

 小组分工与合作

 确定计划节点

 制定研究方案

 参考文献的归纳总结，读书报告，撰写综述

 学术研讨与交流：注重结果的表达

 匿名评审

科学是严谨的，细

节训练的目的是传

递科学精神，与科

学方法、科学知识

同样重要



科学与知识的关系

 科学课不是知识点的罗列，不要让学生记忆大量知识点，不然就会陷入科学知识的汪洋

大海。

 科研是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寻找、发现和运用知识，目的性更强。

 各学科知识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知识是系统性的。

 信息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没有验证的，要经过梳理总结知识。

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科学家，而是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科学课与前沿科技的关系

 科技史：科学的传承、提高、演化

 科学哲学：方法论、逻辑、推理、演绎

科学老师要成为科学发烧友

科学老师要多学科技史和科学哲学

科学老师要建立与科学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科学教育的目标定位



未来人才培养

 领导力培养：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迫切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谈

判，争取中国利益的未来人才

 跨界能力培养：推动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与创新，迫切需要熟悉两个以上的行业，能够组

织跨界合作和对话的人，

 科学思维训练：理性、客观、注重逻辑，与科学家对话的科学作家、科学编辑



 数据显示，中小学参加过天文、太空活动的学生今后更可能选择科技职业

，且始终关注科学发现（NRC，1991）。吸引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天文、太空的兴趣不分年龄（从1.5-100岁）、不分学历（从文盲到顶尖

科学家）、不分职位（从平民到国家领导人）

对天文、太空的兴趣是天生的



科学改造三观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探索未知世界、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是源于人类

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

 仰望星空，超脱浮躁的日常生活，净化人的心灵，深刻认识自身和人类

的命运，将显著影响和改造人类世界观



地球，人类唯一的家园

科学对人的作用：客观认识自我，客观认识世界





地球在宇宙中的真实处境

人类在地球上的最终命运



太阳系全家福





科学教育重在传播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

科学是有趣的：重在启发和引导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深深敬畏与震撼

一个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

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准则 ——康德



科学 + 人文：科学是温暖的

 例1：核冬天与反战

 科学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是有温度的

 例2：两弹一星

 科学家要有家国情怀、人性关怀、伦理道德

 例3：转基因、生物克隆

 科学的目的是造福人类



科学 + 艺术：科学是美的

 例1：美丽化学、显微摄影、太空艺术、顶级期刊的封面

 科学是美的，科普不能用公式和术语让人退避三舍，创作

没有公式和术语的科普作品

 例2：我家住在太阳系

 科普的形式要喜闻乐见，易于传播

科普需要艺术家的参与





太阳系，大家庭
大小天体飞不停
太阳伯伯居中燃
八大行星绕它行
卫星亘古不变绕行星
月亮阴晴圆缺照古今
好让地球人抒发无比深情

水金地火岩石星
木土天海气态星
居中有那小行星带
长长尾巴彗星划天空
遥远柯伊伯带新大陆
迷蒙奥尔特云看不清
好让地球人探寻无尽太空

副歌：
U know the nearest planet Mercury
and then Venus is our goddess
beautiful blue watery earth
only Mars is our hoping place
the biggest planet Jupiter
Saturn's like a straw hat
faraway there're Urans and  Neptune cold 
we call eight planets of solar

领：不是还有冥王星吗？
众：哦！它不是行星！
领：那是什么？
众：那是一颗矮行星！
合唱：It's called the dwarf planet.

海洋、森林、大气层
磁场屏蔽太阳风
水流土壤育生命
雨露阳光赋新能
少年胸怀宇宙天地宽
美好蓝色星球是家园
太阳永灿烂，地球山水清

我家住在太阳系



科学与社会：让社会更加理性、客观

 例1：王宝强事件

 科学用数据说话，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让社会更加理性平和

 例2：一千万人看六千头猪



 尿不湿让年轻的父母们省却了洗尿布的麻烦，但尿不湿最初被发明出

来是为了解决宇航员长时间在太空行走中的大小便难题。

 医院中的重症监护病房拯救了无数病患的生命，但它最初是上世纪70

年代对登月航天员进行健康检测的需要而诞生的。

 现在我们用的枕头和席梦思床垫用聚氨酯材料制成，被称为“记忆海

绵”，可以根据人体曲线和温度自动调整形状，给身体各个部位最伏

贴的支撑，让我们获得舒适睡眠，这其实源于给航天员做的支撑和保

护垫。

科学 + 经济：科学是有用的



 现在每一件商品都会有一个条形码，大大缩减了购物排队和结账的时间，这

种识别系统最初是为记录和控制太空计划中不计其数的组件而发明的。

 数码相机采用相机中的核心器件电荷耦合元件（CCD）是一种感光电子器

材，这种芯的研发是为解决太空图像的捕捉与对地传输难题，将图像数字化

比胶卷可以更安全快捷地将图像传送回地球。

 现在广泛采用的便携式笔记本电脑，最初是因为追踪航天飞机的行踪和控制

太空飞船上的系统需要一个紧凑的微型操作系统。

广播、电视、手机、气象预报

太空探索远离日常生活，但却可以实实在在服务民生，

科学 + 经济：科学是有用的



科普要让受众了解科学的作用：科学是有用的

• 为提高角分辨率，射电天文学家Martin Ryle发明了综合

孔径成像技术，获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综合孔径技术广泛应用于大地测量、遥感、雷达（SAR）
等领域，以及CT扫描、核磁共振成像（MRIs）、正电子发
射断层扫描（PET）和其它医学成像

• Wifi的发明者为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John O‘Sullivan
博士1990年代研究黑洞时无意发现了潜在的无线网络技术。
澳洲政府的研究机构CSIRO于1996年在美国成功申请了无
线网技术专利

• IEEE曾经恳求澳洲将Wifi技术免费提供给全世界使用，但
是被澳洲方面拒绝了，所以现在我们每购买一台含有Wifi
技术的电子设备，所付的价钱都包含了这项专利使用费



科学 + 经济：科学是有用的

 基础科学是可以转化为应用成果的。

 目前的转化不佳，不是科学没用，而是没有嫁接好从实验室到企业的中间阶段。

 应该着力打造科技中介

科学不都是阳春白雪，要增强与

日常生活的联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用科学认识社会

 用科技造福社会

 用科学影响社会



既是科学家，也是科学+

 科学 + 人文

 科学 + 社会

 科学 + 艺术

 科学 + 经济

 科学 + 教育

科普科教的实质，是科学与社会的深度融合



首创科学家社会责任



首次在大型学术会议中开设社会责任专题









科学家参与科学教材编写

 人教社语文教材修订成功

 教科版科学教材编写进行中

 推荐进入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组



科学教育是一门学科

要有专门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每门学科的受众需求是什么？

如何建立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的机制热情？

如何为科学课提供资源保障？

科学教师的培训？

…………

做好科学教育的建议：像做科研一样研究科学教育



科研场所：建立常年预约开放机制

 一年一次的开放日，效果已经减弱，民间已有质疑为什么集中在这一天，为什么不错开？

 国立科研场所向公众开放是天然义务。建议改成一年一次大型活动，开放接待机制要改成

常年预约机制，控制人数，无特殊理由不得拒绝参观。

 干扰科研不是拒绝开放的理由：科普参观对科研场所的干扰要通过合理的路线设计和展厅

设计来改善。

 保密不是拒绝开放的理由：美军航空母舰、肯尼迪航天中心、约翰逊航天中心都可以开放

，他们是怎么做到既开放又保密的。



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

 2016年6月15日，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加强科学普及，服务

创新发展》，文中指出：

 未来5年，通过实施“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计划，中科院将建成一批运行高效的国家科

学传播基地，培育一批知名的活动、平台、队伍品牌，围绕重大创新成果和科研进展，开

发系列科学传播产品，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

 谁来做？怎么做？钱从哪里来？



做好科学教育的建议

 目标导向：科学家参与中高考出题

 人才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培训

 教材教具：组织科学家参与中小学科学教材编写、教具开发

 部门协调：建立部委间协调机制，最优秀的科学家参与科学教育



做好科学教育的建议

 开放合作，引入社会资源：馆校结合，建设校外科学课堂，建设校外科学实验室；与科研

机构合作开展科研人才早期培养；

 兼容并包，引入人才资源：高水平理工科博士进入中小学教育系统，对传统教育起到化学

催化剂的作用；

 开拓创新，引入新技术新方法：AR\VR、人工智能、远程课堂

 现实途径：科学老师首先应成为科学发烧友

尽快实施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领

导、教师的科学素质提升工程



科普法是法律

个人和单位都要严肃对待这一法定义务













感谢您
祝贺小学科学科学新教材培训暨研讨会成功举办

感谢小学科学教材编写组

感谢科学家团队

特别感谢郁波老师

向坚守、热心的科学老师们致敬

@火星叔叔郑永春



谢谢各位倾听



科研项目应与科普同时规划、同时实施、同时验收

 允许列支一定比例的科普经费，5%左右。小项目可以不列，但大项目必须列

 在科研成果结题或团队评价中加入科普内容，科研成果应增加科普绩效考核，没有传播效

果的科普没必要做

 建立科研成果快速传播机制，逐级审批已经不合时宜，应鼓励科学家自行或通过新闻官快

速传播



学会的科普作用要加强

 学会不能只是几个期刊编辑部，每年开几次学术会议

 学会的重要使命是增加公众和政府对本学科的理解

 大部分学会目前在科普方面缺少作为，人员构成也无力承担科普任务

 学会在团结科学家方面作用发挥不足

 各类学报和学术会议是科学传播的重要资源

美国各类学会的科普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