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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从 2006 年开设了“大学科普”人

文素质选修课，自开课以来一直很受学生的欢

迎，它不仅为很多理工科学生提供了一个扩展

科学知识、交流科学思想的平台，同时也为很

多人文艺术类学生打开了一扇了解科学的大门。

我们是重庆大学大学科普课程第四期学生，

大二上学期，抱着对科学的好奇与热爱，我们

选择了“大学科普”课程。之所以选择“大学

科普”，我们认为，科普是一门非常有趣，而且

很重要的学问。科普内容可以激励人们对自然

界的深邃认识、对浩瀚宇宙探索的兴趣、对自

我创造能力的修炼；科普形式可以通俗易懂地

弥补人们科学知识的不足，满足人们高品位文

化生活快乐的需求。科学绝不仅仅是科学家的

活动，普通大众也有必要了解科学、理解大自

然的奥秘，而科普恰恰是向普通大众普及科学

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的学

问。科学技术只有经过科普，才能为民众所了

解，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要依靠科学家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在科技高峰上不断攀登，也有赖

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应用和支持。 “科

学必然要科普，科普必然应科学”是我们在大

学科普课上听到的最完美的总结。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努力提高

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良好

的科学软环境才能造就伟大的科学人物，进而

孕育伟大的科学思想，产生革命性的科学事件。

在大学科普课上，我们分别从“数学———

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物理学———挑起地球

的力量、化学———点石成金的魔棒、天文

学———揭示宇宙无限的奥秘、地学———变幻多

彩的板块漂移、生物学———破译生命基因的密

码、逻辑学———人类理性的阶梯”这七大科学

分支上对科学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每一

个分支都是那么地神奇，充满了无限奥秘，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从任何一个

科学分支上，我们都能窥见大自然的一鳞半爪，

触摸上帝之手。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有的

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

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

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

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

是模糊不清的。”正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这样一颗

好奇心，激发了人类的力量，牵引人类一步步

认识宇宙，认识自己。但是，在这纷繁复杂、

多姿多彩的世界中，仅如宇宙尘埃的人类如何

把握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呢？答案莫过于老师经

常在课上跟我们讲的一句话：“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

被掌握的。”

科学知识是科学的基础，科学精神是科学

的精髓，同时，科学活动也是人类的高尚活动

之一，科学家永远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职业之

一。在大学科普课上，我们知道了很多科学家

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流传千古，他们的精神感

天泣地。科学家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他们以

坚忍不拔的毅力撩开自然的面纱，他们以勇敢

无畏的精神捍卫宇宙的真理。从大科学家的故

事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方

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精神感染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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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着我们年轻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行进。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从

英国皇家学会到哥本哈根，再到美国，世界科

学中心的变迁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活动日

益显现的重要性和竞争性。在当今社会，科学

技术落后的国家必然要被时代甩在后面，而没

有高素质的国民，一国的科学技术也很难取得

重大突破，“科技强则国强，科普强则民强”。

大学科普课程不仅仅传授理论科学知识，

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同样是教学的一部分。在

有重要天象的时候，老师总要组织同学一起观

测天文奇观，让学生扛着天文望远镜，实地观

测天文现象；有时候，还要组织科普志愿者到

乡村给农民传播科普知识，与农民朋友就农业

知识进行交流。在深入乡村实践之后，我们越

发感到科普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农村，更需

要开展和扩大科普教育，中国有 9 亿多农民，

抓好了农民的科普教育就是抓好了“提高全民

科学素养”的关键。

在大学科普课上，老师还要求我们给科学

家写信、学画反映现实的科学漫画、教我们如

何写科普文章等等，这些都加强了我们对科普

的认识，调动了我们上课的兴趣。我们还设计

制作了“伽利略重力实验”的“科普秀”。“科

普秀”是用生动、简明、有趣的动画向观众展

示身边的科学知识和基本科学原理，是一项非

常有创造性的进行科普教育的方法。在制作

“科普秀”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很多关于伽利略

和亚里士多德的资料，以及他们研究自由落体

的过程和方法。制作“科普秀”最关键的地方

在于如何用生动的画面激起观众的兴趣，以及

引发观众的思考。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收获很

多：制作“科普秀”是一个边学习边工作的过

程，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提炼信息是很重要

的一步，来不得半点马虎；用简明的几句话以

及结合生活实际来讲述一个深奥的科学道理非

常重要；一集好的“科普秀”只有经过“千锤

百炼”才能有所完善，达到令观众满意的程度，

让人们学有所获。

学习大学科普，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科学的

魅力。科学，她像一个美丽的天使，对我们来

说，既熟悉又陌生。她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

的周围，一个苹果落地，我们发现了她；一声

巨雷轰顶，我们发现了她；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我们又发现了她。但她又是那样地遥远，远到

我们看不见的原子里、望不尽的银河里。她是

如此地美丽而有吸引力，她的魅力赛过了世上

任何一个女人，以至好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愿意

放弃人世间伟大而美好的爱情去追随她，牛顿

如此，惠更斯如此，卡文迪许如此，亚当·斯密

亦如此。即使他们知道追求这位天使要花毕生

的代价，他们也乐意，因为她太有魅力了。伟

大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曾说：“我自己只求满

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

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

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

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

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由此可见， 科学

的魅力非比寻常！即使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也

“败”在她的石榴裙下。

“大学科普”的帷幕才刚刚拉开，学科体系

和课程设置还有待完善，其发展还有待众多高

校的重视和支持。在今天，没有具备全方位科

学素养的大学生，很多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就

很难继续发展，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就会大

打折扣，建设创新型国家也会受阻。

在现今大学教育下，各个学科逐渐向专、

尖、深方向发展，专才越专，而交叉学科的出

现以及学科渗透要求新一代的大学生不仅掌握

本专业的知识，还要适当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

以便清楚地认识本专业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因

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进行一部分的通识教

育呢？而“大学科普”正是扮演通识教育的主

要角色。

实践得出结论：“大学科普”对提高大学

生科学素养、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推广，以增进更多大学

生对科学的了解和热爱、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科

学文化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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