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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以来，已将
近3年。
在此期间，各部门、各地区在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机构的领导下，按照“政府推动，全
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工作方针，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
主题，依托初步建立的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格局，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重点人群科学素质等
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中国科普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科普理
论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研究。
3年来，中国科普研究所坚持科学发展观，结合《科学素质纲要》的贯彻，在继续加强理论研究的同
时，还就实施《科学素质纲要》所涉及的联合协作的工作机制、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基层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环境的营造等展开了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该书收录的相关研究论述和案例主要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围绕《科学素质纲要》开展的
实践探索。
除了完成两年一度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外，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还与中央相关部委，
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四川、江苏、河北、山西、甘肃、辽宁等地方科协和相关科教机构，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以及《科技日报》、《科学时报》、
《大众科技报》等媒体进行合作，在科学教育与未成年人素质培养、社区科普与居民素质培养、影响
科学素质培养的相关因素、公民科学素质评估与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将会有益于贯彻《科学素质纲要》的研究和思考，丰富相关的实践探索。
我们也希望，该书的出版将对地方相关部门特别是基层推进科普工作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切实提升
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和全民科学素质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如果上述希望能够实现，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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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科学教育与未成年人素质培养、社区科普与居民素质培养、其他科普形式与素质培养、用评估
促进公民素质建设的发展等多元角度出发，为各级科技、教育、科协等主管部门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
，基层中小学校的教师、社区科普工作者如何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供了详尽的理性
思考和实际指导。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结合先进地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出6个活动方案和教学方
案、16个典型案例、18篇媒体相关专题报道。
这些具有先进性、实效性的鲜活事例，有益于读者在获得理性思索的同时促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实
践操作。
    本书适合科普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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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立原，1948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高中毕业后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
范大学物理系。
现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近年来先后主编出版了《青少年创造力国际比较
》、《青少年科学探究》和《社区科普与公民素质建设》等5部图书，在报刊发表诸如“中国科协科
学素质建设工作前期试点项目评估报告”、“提升科学素质：科学家该做什么？
”等学术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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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两个故事，引起了专家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以及如何发挥科学教育育人功能的思考。
在陆士桢看来，当务之急是观念的转变。
世俗的成功观念是以“金钱+地位”为核心的，它把教育引向了功利化的歧途，学校和家长最关心的
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成绩决定一切，成绩垄断一切，而对一个人健康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却退居次
席。
这样的“精英”教育往往会使青少年在升学考试的重重压力下迷失自己，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符
合社会法则的优秀公民。
正因如此，青少年中会时常出现焦虑、忧郁等心理疾病，也使亲子冲突、自杀、青少年犯罪等成为社
会问题。
面对传统教育之弊病，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科学教育，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育人职责？
这是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翟立原认为：基础教育是使青少年逐步社会化的过程，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活动，科学教育应该也必须
是公民教育的有机组成，培养青少年成为“优秀的普通公民”远比一味引导青少年走不切实际的成名
、成家之路更重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班华也在发言中说：科学教育首先应当以人为教育的中心与目的，关注入
的精神生活、关注人的道德成长、关注入的幸福、尊严与终极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
他说：“科学教育的各种形式都是实施德育的途径。
”例如，科技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双重可能，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人的社会责任也日益重大，责任感
的教育更加重要，科技教育中的责任教育就是要让孩子懂得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
责任、对自然生态的责任。
又如，我们可以结合科技教育促进学生经济心理社会化，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意识，懂得珍惜地
球资源、珍階劳动成果，拥有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更深远的意义说：科技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爱祖国的教育内容，中华民族的科技成果，新中国的科
技成就等都是形成青少年爱国心、报国行的源泉。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这些教育潜移默化地在一个孩子身上发生作用时，他即便成不了科学家，也会是
一个优秀的公民。
正如陆士桢讲的另一个故事：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说：“你现在就是一颗不起眼的小土豆，你的父母
在你身上花费了好多心血，就是希望能把你培养成一只漂漂亮亮的出口苹果。
”孩子却很不以为然地答道：  “不对，土豆培育好了，也能出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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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践探索》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丛书”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
节，主要对如何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供了详尽的理性思考和实际指导。
具体内容包括科学教育与未成年人素质培养、社区科普与居民素质培养、其他科普形式与素质培养及
用评估促进公民素质建设的发展。
该书可供各级科技、教育、科协等主管部门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基层中小学校的教师、社区科普工
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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