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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指导下，社区成为我国疫情联防联控的第

一线 [1]，基层社区内的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对疫

情防控和社区治理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这

次危机事件再次警醒我们，公众的科学素养

及其“科学能力之知”亟待提升 [2]，而城市社

区空间有着天然的“亲民”优势，社区的科

学普及功能值得被进一步探索。

社区科普是我国科普体系中的重要板块，

“实施社区科普益民工程”是“十三五”时期

重点任务之一 [3]。目前，我国社区科普工作正

处于新旧结合的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的到

来使得社区科普工作的理念、形式、内容和

服务对象都处在变化之中，社区科普工作在

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 [4]。新形势

下，如何借鉴社区科普发展领先地区的经验，

在实践工作中有效地吸引公众参与社区科普，

成为科学传播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

科学传播的观念从基于缺失模型视角的

“公众理解科学”范式开始，转向基于对话模

型的“有反思的科学传播”[5]，这意味着公众

在接受科学教育时并非只是单向地接收知识，

而是可以就科学技术事务参与协商，强调公

众的“知晓”和“质疑”。城市社区作为公众

学习科学知识，尤其是健康知识的重要“继

续教育”基地，是开展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

空间。如何有效促进科学传播进社区、激发

大众真正接受和自主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是

提高国民素养实现全民科普的关键，也是科

学传播领域研究的重点。目前国内外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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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为探索个体行为与行为意向提供了具有

开放性和前瞻性的理论基础 [11]。居民参与社

区科普活动作为一种行为实践，个体在参与

社区活动时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获得价值和利

益，即利益驱动。当居民在参与中获得的感

知价值越多时，其参与的意愿就越高。

根据 TRA 理论，受众的行为意愿主要受

到其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见图 1）。本研究

所关注的行为意向指的是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

动的意愿，我们假设居民对科学知识及社区科

普活动感知价值的评价（态度），以及居民对

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这一行为所感受到的主观规

范，会影响到其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

行为

主观规范

行为意向

→
→

→
态度

图 1 理性行为理论模型

“感知科学知识的价值”与“感知社区

科普活动的价值”两个变量来源于科学传播

理论中两个不同的概念。“感知科学知识价

值”对应二阶科学传播①强调的“公众的科

学 意 识 ”（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PAS），

在不同的语境中亦被称为公众的科学态度

（scientific attitudes），其意义囊括了公众对于

科学知识的价值感知 [12-13]，表达了科学知识

作为价值客体被价值主体所感知到的属性水

平 [14]。而“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价值”则源

于三阶科学传播②的理论范式“公众参与科

学”，强调科学传播过程中社会机构与个体行

动者之间应有更多水平的互动 [15]。

居民在感知层面上对社区科普活动的评

价包含多重划分，譬如在活动参与过程中能

否学到新知识、结交新朋友、获得新体验等。

参考谢思（Sheth）等将服务的感知价值划分

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社区参与的议题有许多

探讨 [6]，但细化到社区科普活动参与的研究则

相对缺少。本研究选择在深圳这座拥有良好

科教资源和模式 [7] 的“科技创新之城”，针对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进行调查

研究，期望从学理角度梳理和呈现社区居民

参与科普活动的影响要素，并以深圳市的实

践经验为基础，尝试提出可推广的社区科普

工作建议。

在传统科学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

视角下，大多数社区科普研究往往仅从社区

科普内容及形式出发，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

解释不同科普内容或形式对于居民的单向影

响。在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视

角下，如何有效地促进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

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

的双向交流显得尤为关键 [8]。本研究试图从这

一视野出发，聚焦于居民与社区科普之间的

双向关系，探索激励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的影响要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社区参与是指人们在社区范围内对公共

事务的参与 [9-10]。在城市社区中组织科普活动

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且科普活动本身在中国

语境中带有一定的公共服务性质，所以“社

区参与”所表达的“公共事务参与”与本文

研究的“社区科普活动”在意指上有相当的

契合性。当我们试图解释居民的社区科普活

动参与意愿时，其实是在挖掘其参与行为背

后的动机，及其在参与过程中期望被满足的

真实需求，本研究从受众个体的利益层面和

社区的认同层面来进行探讨。

1.1 利益驱动下居民的社区科普活动参与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①刘华杰（2008）基于“缺失模型”提出科学传播的第二阶段，以“认知”为导向的科学宣传虽然有价值渗透， 但基
本上只涉及知识、认知。
②刘华杰（2008）基于“对话模型”提出科学传播的第三阶段，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公众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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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相助的共同体、使居民接受并愿意参与社

区事务，主要还靠居民文化认同在价值观、

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 [19]。

这种“同一的感觉”描述的即是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社区认同反映了居民对社区功能

状况的认同程度，以及居民与社区的情感连

接强度 [20]，是居民参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公

共事务的重要驱动力 [9]。在认同驱动的前提

下，居民会自主参与社区事务；反之，缺乏社

区认同的参与则只能是一种强制性的动员 [21]。

唐有财等对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街道弄管会进

行案例研究发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原动

力主要来源于对社区的利益和情感认同 [22]。

陈振华的研究亦证明了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

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23]。本研究关注的

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亦可能受到个体

对社区认同水平的影响，因而提出研究假设。

H4：个体对其所居住社区的认同越高，其

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程度越高（见图 2）。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之

上，采取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居民参与

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研究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并结合田野调查所得的质性材料补充说明研

究结果。

2.1 变量测量

为了验证图 2 中的假设关系，本研究以参

为功能价值、社交价值、情感价值、认知价

值和情景价值 [16]，结合本研究前期在深圳社

区中开展的田野调查，我们将居民对社区科

普活动感知价值细分为感知功能性、娱乐性

和社交性价值。其中，功能性价值指公众对

社区科普活动功能实用性的评价；娱乐性价

值指公众对社区科普活动参与过程中趣味、

休闲、娱乐水平的评价；社交性价值指公众

在社区科普活动中获得社交体验的评价。基

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个体对科学知识的感知价值越高，

其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程度越高；

H2：个体对社区科普活动的感知功能性

价值（H2a）、感知社交性价值（H2b）和感知

娱乐性价值（H2c）越高，其参与社区科普活

动的意愿程度越高。

主观社会规范是指个人在行动过程中所感

知到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一般来自身边的重

要人物或制度约束。对一些公众参与社会活动

的研究发现，邻里的环保举措

会显著影响个人参与保护环境

活动 [17]。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态

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决定了人们

的行为意图，从而决定了实际

的行为 [18]。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H3：个体的主观社会规范

水平越高，其参与社区科普活

动的意愿程度越高。

1.2 认同驱动下居民的社区科普活动参与

社会认同理论在社区的群体层面认为，

群体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参与社区活

动的行为。群体认同度的高低会影响居民的

社区集体归属感，从而影响到他们对社区活

动的参与意愿。由此，“认同驱动”也是居民

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驱动力 [9]。

费孝通认为，要使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守

社区科普活动参与意愿

感知科学知识价值

感知功能性价值

感知社交性价值

感知娱乐性价值

社会规范

社区认同

H1+

H2a+

H2b+

H2c+

H4+

H3+

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价值

图 2 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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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为因变量，科学知识的

价值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价值感知、感知

社会规范、社区认同为自变量，建立社区科

普活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其中，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由自编

的 4 个题项进行测量；社区认同的测量借鉴辛

自强等编制的社区认同量表，将社区认同划分

为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两大维度 [24]，共 8 个题

项；社会规范的测量参考周涛编制的量表中的

主观规范维度 [25]，包含 3 个题项；参考前人

的研究，感知科学知识价值主要针对“感知有

用性” [26] 和“感知重要性” [27-28] 两个维度进行

测量，共 6 道题目，在采用 PCA 的方法对数

据进行降维操作，结果只提取出一个主成分，

故将其中一道因子负荷过低的题目删去，将

其余 5 道题合并用于测量“居民对科学知识的

维度 指标（问卷题项） 计分方式 Cronbach’s α KMO 因子负荷 参考来源

A 参与社
区科普活
动的意愿

A1 参与

意愿

A11 我非常愿意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1~5分：“非
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

0.915 ― ― 自编
A12 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A13 我希望社区能多开展科普活动
A14 我会愿意推荐身边的朋友去参与社区科
普活动

B 社区认
同

B1 功能
认同

B11 居住在这个社区，生活很便利

0.921

0.896

0.908

0.743

辛自强等
（2015）

B12 我很认可这个社区的管理水平 0.817
B13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社区环境条件
令人满意

0.844

B14 居住在这个社区符合我们家庭的需求 0.823

B2 情感
认同

B21 我居住的社区对我有特殊的情感意义

0.893

0.852
B22 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
分

0.827

B23 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觉 0.868
B24 我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 0.653

C 感知社
会规范

C1 主观
规范

C11 周围很多邻居都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我
也应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0.858 ― 周涛
（2011）

C12 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参与社
区科普活动
C13 一些对我有影响力的人认为我应该参社
区科普活动

表 1 研究变量

D 科 学 知
识 的 价 值

感知

D1 感知
价值

D11 我认为掌握科学知识是有用的

1~5分：“非
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

0.921 ― ― 边鹏
（2012）

D12 我认为学习科学知识使我终生受益
D13 我认为学习科学知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D14 我认为生活中不能缺少必要的科学知识
D15 我认为学习科学知识是我日常生活中重
要的部分

E 社 区 科
普 活 动 的
价值感知

E1 感 知
功能性
价值

E11 我认为社区科普活动的内容是实用的

0.89

0.879

0.876

0.721

  胡瑞静 
（2011）

E12 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是为了学习新知识 0.745
E13 我认为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能让我增长
知识

0.73

E2 感 知
社交性
价值

E21 我认为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能让我结交更
多的朋友 0.779

0.765

E22 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是为了结交新朋友 0.72
E23 我常常陪别人一起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0.7

E3 感 知
娱乐性
价值

E31 我认为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是为了娱乐

0.805

0.674
E32 我认为社区科普活动很好玩 0.754
E33 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让我的生活变得更
有趣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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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感知”；感知社区科普活动价值的测量结

合感知价值理论及本研究前期田野调查发现，

划分为感知功能性价值、感知社交性价值和感

知娱乐性价值 3 个维度，共 9 道题。以上所有

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记分，各量表

均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α 和

KMO 值见表 1），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 样本

研 究 者 在 2019 年 11— 12 月 通 过 线 上 和

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深圳市民样本，共

收回 568 份问卷，删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

500 份有效样本；样本年龄范围为 11 ～ 97 岁

（M=30.75，SD=12.372）；男性 202 人（40.4%），

女性 298 人（59.6%）；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占

比 60.4%。

2.3 统计检验方法

在统计检验方法方面，本研究首先对各

个量表进行了信度检验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确保量表所测数据具有高信度效度后，对各

变量题项进行加总平均处理；而后以控制变

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为第一层变量，

以“利益驱动”变量：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

价值及社会规范为第二层变量，以“认同驱

动”变量：社区认同为第三层变量，进行多

层回归分析。

3 模型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

如表 2 结果所示，笔者通过对所有控制变

量、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

初步验证居民社区认同、感知社会规范、感

知科学知识价值、感知社区科普活动价值的

三个维度与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均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 值均小于 .01），初步证

实本研究提出的关于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意愿

的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并且不同变

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没有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

3.2 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我们选择解释力最高的模型

三（ 调 整 后 R2=.459，F=48.015，p<.001） 作

为检验假设的主要依据。在人口统计变量中，

年龄越大的的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

越高（β=.118，p<.01）。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笔者也发现，热衷参与社区活动的大多是拥

有更多可支配时间的中老年群体，而青年人

群体大多忙于职业发展而无暇顾及社区活动。

结合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来看，受教育

程度与年龄显著负相关（r=-.468， p<.01），说

明样本中青年人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受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6 0.491 — — — — — — — — —

2. 年龄 30.75 12.372 .103* — — — — — — — —

3. 教育程度 4.42 1.116 –.098* –.468** — — — — — — —

4. 感知科学知识价值 4.1908 0.61484 –0.032 .147** – 0.015 — — — — — —

5. 感知社区科普活
动功能性价值

3.886 0.67604 0.028 .244** –.153** .561** — — — — —

6. 感知社区科普活
动社交性价值

3.3813 0.78814 –0.017 .251** –.258** .272** .515** — — — —

7. 感知社区科普活
动娱乐性价值

3.4227 0.77424 0.011 .137** –.164** .302** .522** .736** — — —

8. 社会规范 3.6407 0.77508 0.016 .262** –.203** .293** .482** .630** .562** — —

9. 社区认同 3.561 0.75812 0.024 .219** –.229** .369** .514** .464** .468** .466** —

10. 参与意愿 3.734 0.74354 0.014 .310** –.231** .428** .567** .431** .479** .528** .480**
注 : *** 表示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相关分析

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 陈婉姬 李 莹 宿湘林 等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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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接受的教育资源更多、获

取科学知识的渠道也更多，所以社区科普活

动对他们而言重要程度并不高。高松生的研

究中也提到，社区参与对象主要是退休人员、

未就业人员和未成年人等“赋闲”群体 [29]。

相比于在职群体，这类“赋闲”群体更有时

间也更需要通过社区这一途径获得科学知识

的“继续教育”。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社区科

普大学和青少年活动室对于他们来说具有重

要的意义。调查中有居民表示：

“我们小区的几个退休干部经常相约去

上社区科普大学，我们学到很多实用的东西，

感觉增进了大家的关系，也提升了知识能力，

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了。”（益田社区居民）

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社区科普大学

的参与率较高，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退休的

老年人及少年儿童。但从居民覆盖面上看，

这些活动少有年轻人的参与，城市社区科普

应努力动员更多人参与其中。

在“利益驱动”变量中，感知科学知识

价值（β=.135，p<.001）与感知社区科普活

动 的 功 能 性 价 值（β=.240，p<.001）、 娱 乐

性 价 值（β=.179，p<.001） 以 及 社 会 规 范

（β=.248，p<.001）能够正向预测居民参与社

区科普活动意愿，说明个体感知到社区科普

活动中功能性价值、娱乐价值越高，社会规

范压力越大，其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越强。

假设 H1、H2a 、H2c、H3 均得到支持，而感

知社区科普活动的社交性价值与参与意愿负

相关（β=-.121，p<.05），这与原假设 H2b 相

反，其中的原因还需结合田野材料在结论部

分进一步探讨。

在“ 认 同 驱 动 ” 变 量 中， 社 区 认 同

（β=.125，p<.01）能显著正向预测参与意愿，

说明对社区认同程度越高的个体，参与社区

科普活动的意愿越强，H4 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在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

的指导下，从“利益驱动”“认同驱动”出

发，探寻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

因素。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感知科学知识价

值、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功能性及娱乐性价

因变量 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
预测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控制变量 β t P β t P β t P

性别 –0.240  –0.561 0.575 –0.017 –0.508 0.612 –0.018 –0.536 0.592
年龄   0.260    5.396 0.001   0.119    3.057  0.002 0.118 3.046 0.002
受教育程度 –0.112 –2.33 0.020 –0.076 –1.986  0.048 –0.062  –1.629 0.104

自变量
感知科学知识价值 0.150 3.713 0.001 0.135 3.330 0.001
感知社区科普活动
功能性价值

0.269 5.738 0.001 0.240 5.051 0.001

感知社区科普活动
社交性价值

–0.113 –2.063 0.040 –0.121 –2.227 0.026

感知社区科普活动
娱乐性价值

0.197 3.828 0.001 0.179 3.478 0.001

感知社会规范 0.269 5.996 0.001 0.248 5.505 0.001
社区认同 0.125 3.000 0.003
             R2 0.106 0.459 0.469

     调整后 R2 0.101 0.450 0.459
    F 变化量 19.629 64.012 9.000

       显著性 F 变化量 0.001   0.001   0.003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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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社会规范和社区认同可以正向显著预测

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行为意愿，感知社

区科普活动的社交价值反向显著预测居民参

与社区科普活动的行为意愿。

4.1.1 感知科学知识价值对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

动的显著正向作用

  社区科普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传播科学知识，

大多受访者也都表示学习知识是他们参与社区

科普活动的核心动力。可见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

重要性有明确的认知，同时对其需求强烈，这也

解释了感知科学知识价值对公众参与社区科普

活动的显著正向作用。感知科普活动价值中的功

能性因素与以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技术接受模

型中认为科普活动的有用性是影响公众科普需

求的主要因素。而娱乐性价值的显著在于举办的

科普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从而吸引居民的

参与。如益田社区在公众号发起线上“抗疫有我，

一起闯关”新冠病毒知识问答活动吸引众多居民

参与，并有 100 名居民获得奖励。可见通过游戏

化方式“寓教于乐”地开展科普活动，可以达到

更好的效果，调查中有居民表示：

“在开展活动之前都会进行居民的需求调

研，热门的活动需要‘拼手速’，居民的参与

兴致高。”（益田社区工作人员）

4.1.2 居民的主观规范也会影响其参与社区科普

活动的意愿

很多受访者表示，常常因受到家人、重

要朋友的影响而选择参与活动。田野调查中

我们观察到，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居民时常

结伴而行或是由家长携同孩子参与活动。调

查中有居民表示：

“本来没打算去参加的，看到邻居王阿姨

带小孩去了，就约着家人这周末也一起去社

区活动中心学习学习，还挺有收获的。”（海

珠社区居民）

这说明主观的社会规范对个体的行为意

向具有一定影响。当居民在权衡是否参与社

区科普活动时，他们实质上在评估参与活动

的知识增长性，以及知识对他们生活的帮助，

同时也会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

4.1.3 社区认同的显著性与以往研究一致

  史梁等对互联网自组织科普的研究中也发

现个体对社区的认同可以促进其参与社区科普

的积极性 [30]。田野调查中有居民表示：

“在这个社区居住近十年了，对这里很有

感情，居委会举办的这些科普活动我基本会

抽空带孩子一起参加，这些活动能让我感受

到社区文化氛围特别好，也促进了邻里之间

的交流”。（益田社区居民）

这说明居住在这类功能设施完善、邻里

关系和谐社区中的居民，他们的社区认同水

平更高，对社区科普活动的活跃度也更高。

4.1.4 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社交性价值与参与意愿

负相关

  由于问卷调查方法受限于受访者的自报

告，结论还需结合田野观察进一步解释：其一，

本研究对“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社交性价值”变

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侧重于测量个体对参与社

区科普活动过程中建立社交关系的价值感知，

问卷题项包括“我认为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能让

我结交更多的朋友”“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是

为了结交新朋友”等（见表 1）。在线下问卷

调查过程中，不少受访者表示并不会为了交新

朋友而去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构成其参与活动

的主要动力还是科普活动本身。我们在对益田

社区举办的健康科普讲座进行实地田野观察中

亦发现，活动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多居民都

投入学习健康知识当中，而少有见到参与者之

间进行社交的场景。其二，社区作为城市的缩影，

本研究取样的深圳社区处于“深圳速度”式快

节奏发展的城市文化背景中，对于深圳居民而

言，在社区科普活动中高效快捷地获取知识往

往比社交更为重要。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形势下，保持社交距离成了人们之间

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 陈婉姬 李 莹 宿湘林 等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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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由此，我们认为社区科普活动中的社

交性价值并非影响深圳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

的关键因素，但该结论的推广性还需在不同城

市地区进一步对比验证。

通过问卷调查和田野访谈的方法，本文得

到的研究结论为社区科普工作乃至科学传播的

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补充。本文立足于社区

科普，重点关注的社区因素（社会规范、社区

认同）为研究科学传播注入新的理论视角。参

加社区科普活动不仅是传统意义上提升个人科

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的

方式，甚至是加强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渠道，

所以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引起公众对社区科普

活动的重视，为更好地开展社区科普活动，进

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出谋划策。

4.2 建议

基于以上结果所揭示的理论意义，本研

究可为未来的社区科普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2.1 转变社区科普模式，强化公众的核心地位  

  将公众置于中心位置，围绕公众科普需

求，做好社区科普活动建设。例如王朝根指出：

科普活动的满足性、有用性是影响公众科普需

求的主要因素 [31]。首先，居民关注的内容呈

现多样化趋势，对食品安全、营养膳食以及医

疗卫生等方面较为关注 [32]。我们的问卷调研

结果与以往研究也一致，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

现深圳居民对医疗保健、心理健康、科学健身

方面的信息需求强烈。因此，开展社区科普活

动需要进一步紧密结合健康类主题，特别是为

公众提供有用、实用的健康医疗信息。其次，

在整个社区科普活动流程中都应该将居民置

于主体位置，做好活动前、中、后的居民调查，

通过建立一种具有反馈和循环回路的非线性

“居民主体化”模型，使得居民既是科普活动

的起点又是科普活动的终点 [33]。

4.2.2 提升社区科普技术，精准区分科普人群  

  基于个体感知社会规范中的同龄人影响

（peer influence），我们建议运用新媒体技术、

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分析公众需求、行为特

征等，精准区分科普人群。面向同龄群体开展

与之兴趣相匹配的主题活动，有助于快速形成

规范。例如，面向老年人群体开展健康科普，

面向儿童群体开展科学知识、兴趣类科普等。

满足居民各方的个性化需求，有效提升居民参

与活动的体验感，增强居民的满意度。

4.2.3 扎实推动社区科普软硬件建设，凝聚居

民认同感

  以社区科普活动为桥梁，建设专业的科普

人才队伍，优化基础配套设置，促进城市居民

文化认同。居民的社区认同已在本研究中被证

明对其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有积极的正向

作用，居民应当被视为现代化意义上的市民去

参与社区事务，在文化认同、价值观和生活方

式上建立起社区认同和自组织基础 [19]。这也

再次强调了社区科普作为一种社区居民公共事

务，需要建立在社区认同建设基础之上。而如

何建设社区、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其一，参

考万德斯曼（Wandersman）的观点，可以通过

建立“预防型”社区科普机制来改善社区中的

科普教育情况，例如结合实际民生问题（如离

婚率、贫困家庭、癌症治疗等）开展社区科普

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 [35]。其

二，社区的工作人员应落实健全社区基础功能

设施，并完善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机制，从而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社区事务参与度，增进居

民对社区的功能认同。其三，提升社区科普活

动传播过程中的话语亲和力，由此借助科学传

播话语亲和力发挥更大的功能和社会效应 [36]，

增进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

4.2.4 重构社区科普服务路径，推广先进社区

科普经验

  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16—

2020 年）》中对大力发展社区科普的要求，

本研究总结了深圳科普示范社区的社区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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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验。建议将这些经验推广到不同地区，

并结合地区特色加以研究验证和升级重构，提

公众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 陈婉姬 李 莹 宿湘林 等 研究论文

升我国社区科普工作整体水平，进而促进公众

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