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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对科技传播与普及进行理论探索、对我国科技传播与普及实践进行总结。
本书中探讨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
情况，讨论了科普实践活动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测评估问题，概括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发展特点和趋
势，提出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课题。

本书内容主要有：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历史发展、概念理解、基本结构、基本渠道、当代需求以及我国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资源能力建设、科普政策、科普人才、科普基础设施、科普产业、科普实践活动
的项目策划和监测评估等。

本书可供科技传播与普及管理工作者、实践工作者、理论研究者，科学技术工作者、科技管理工作者
、科技新闻工作者、科技服务工作者、大众媒体从业者、科普设施从业人员、科学技术专业的师生了
解科技传播与普及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科技传播普及专业、科学技术教育、科学技术哲学、
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以及科普人才培训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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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目标 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目标与增强公众的科学意
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培育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科学领域的民主对话、促
进公众参与科学事务有关。
其中，增强公众的科学意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主要涉及科技传播与普及对公
众个人或群体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与科技传播与普及在公众层面的任务目标有关；培育社会的科
学文化、发展科学领域的民主对话、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事务更多是与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社会功能有关
，涉及科技传播与普及在社会层面上的任务目标。
 1.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公众目标 《科学与公众》报告在对英国科学传播活动和英国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的
调查中发现，包括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科学中心、科技博物馆、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工业部
门在内的许多组织和群体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科学传播活动，但不同的参与者对科学传播目的的认识
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科学传播的目的：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影响
公众的科学态度、解释科学的经济社会作用、传播科学对日常生活的意义等。
如果将这些目的进行概括的话，它们都与扩散共享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意识、增进公众对
科学的理解有关。
 澳大利亚学者伯恩斯等人在《科学传播：当代定义》一文中也将科学意识、科学理解、科学素质、科
学文化看作是科学传播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科学传播是一个过程，可它不仅仅是一个过程。
科学传播绝不应该因为它自己的缘故⋯⋯要让科学传播有效⋯⋯它就必定总是有一个预定的、合适的
目的”，“科学意识、理解、素养以及文化的目的，可以被概括成5种广义的对科学的个人反应”，
“这些个人反应可以被归纳在标记AEIOU之下：对科学的意识；对科学的愉悦或者其他情感反应；对
科学的兴趣；形成、重塑或者确认与科学相关的观点或态度；对科学的理解”。
 公众科学意识、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养这些术语概念可以被用来说明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目标与任务
。
“公众科学意识”（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PAS）是不太容易精确定义的一个用语。
有学者将其看作“公众理解科学”的同义语，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积极态度。
事实上，公众科学意识主要指的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
普通公众可能并不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如果他们拥有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意愿，能够意识到科学
技术的重要性，意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价值，遇到不解的现象能想到寻求科学的方法来
解释，遇到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能想到寻找科学的手段来解决，遇到某些观点或理论能用已知的科学
理论和思想作出判断与评价，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意识。
 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是科技传播与普及的重要目的和目标之一。
科技传播与普及首先要利用适当的传播方法、媒介、活动，丰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感受和认识，让科
学技术在公众的知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让公众在遇到问题时能想到科学技术，相信科学技术能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
具备科学意识这种积极心理指向，对公众提高科学素养和科学理解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因为科学意识可以赋予公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尝试用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意愿、信心和信念，激发
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引发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思考，“可以被看作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
素养的先决条件，实际上也是后者的根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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