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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果的，因此，媒体应在版面、播出时间上

对科学报道给予更多的关照，才能突出同一个

议程设置的效果。

最后,应对议程设置建立评估反馈和激励机

制。媒体参与科学传播的效果如何，需要一定

的评估和反馈。媒体举行评估的参与者应包括

科学家、媒体和受众三方。恰当的评估可以使

科学家了解媒体和受众需要的科学传播内容，

了解议程设置的效果。受众的参与可让他们切

身体验到科技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可以促使

媒体在不断总结评估和反馈结果的同时，思考

自己进行科学传播的更有效途径。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外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

到， 《科技日报》 等媒体在重大科技新闻报道

的题材上，仍然有潜移默化的议程设置，体现

着我国政府推行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指导方针、加大普及和增强科学素养的力度、

引导民众提高科学素养、培养民众正确的科技

观的主流价值观点，对民众施加影响，同时也

向科学界进行反馈。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

地对媒体的议程进行设计，将是科技传媒的新

课题。

致谢院 诚挚感谢尹传红老师对此文的悉心

指导遥

参考文献

[1]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 渊2006 年卷冤 [M]. 北京院 中国传

媒大学出版社袁 2007 渊4冤院 170
[2] 刘建明. 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 [M]. 北京院 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袁 1998院 116
[3] 尚勇援 中国科技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新

闻办公室袁 2007
[4] 胡钰援 科技新闻传播导论 [M]. 北京院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袁 1999

科学传播与普及领域国际会议系列简介之“科技史”

国际科学史大会

国际科学史大会是国际科学史学会 渊DHS冤 的最高系列学术会议遥 1928 年袁 在第 7 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上袁 科学史学科的创建者萨顿尧 辛格等人提议创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以推动科学史这一学科走

向建制化袁 其主要计划包括举办系列学术会议和创办一份专门的刊物遥 1929 年袁 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

会在法国巴黎举办袁 参加者只有 10 余人遥 1931 年袁 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盖森在第二届大会上宣读了一

篇关于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论文袁 引起了极大轰动袁 后来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方面成就大名

的贝尔纳尧 李约瑟都深受影响遥 自此以后袁 除了二战期间袁 国际科学史大会从未中断袁 约每四年举行

一次遥
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 2005 年在北京召开袁 会议主题为 野全球化与多样性要要要历史上科学和

技术的传播冶袁 这是国际科学史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袁 来自 70 多个国家的约 1 200 名学者参加会议遥
第 23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 2009 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遥

国际科学史大会袁 作为科学史领域的最大盛会袁 为科学史科学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遥 而同时

作为一门综合性强尧 跨越性大尧 多种学科交叉的学科袁 科学史的发展也不断推动科学及其相关各领域

科学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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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还可以使科普挂图常换常新。

3.2.3完善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是科普村村通工作长期

有效发挥作用的保障。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把科

普村村通工作纳入地方目标考核体系，并与科

普惠农工作相结合，与科普惠农指标分配直接

挂钩。山东省科协应该建立每年检查 1 次的监

督机制，各市科协应该建立每季度 1 次抽查、

每半年 1 次检查的监督机制。通过执行明查与

暗访相结合、检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法，加大

督导力度。各级科协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奖励机

制，对于科普村村通工作表现突出的地区给予

适当的奖励，从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鼓励各地继续搞好科普村村通工作。

山东省科普村村通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是一

个创举。经过几年的建设和使用，科普宣传栏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探索和实践为农村科

普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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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研究的深入和领域的拓展袁 中国科学史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 引发

了系列性的国际中国科学史研究袁 野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冶 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Sci鄄
ence in China袁 ICHSC冤 应运而生袁 它由英国剑桥大学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先生倡导召开遥
自 1982 年在比利时召开首届会议后袁 这一会议延续在世界著名学术机构定期 渊约每三年一次冤 举行遥
迄今已在香港尧 北京尧 澳大利亚尧 美国尧 英国尧 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召开了十几届袁 成为有关中国科学

史最重要的系列国际会议袁 对推动中国科技史的学术研究袁 向全世界弘扬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发挥了积

极作用遥
1990 年第六届会议后袁 该会议分为两个系列袁 一个系列仍保持原名 野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冶袁 另一

个系列更名为 野国际东亚科技史会议冶 渊见以下介绍冤遥 第十一届会议于 2007 年在中国南宁广西民族大

学举行袁 来自美国尧 英国尧 日本尧 韩国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袁 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 130 多位专家学者参

与会议研讨遥 第十二届会议将于 2010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袁 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遥

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

野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冶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袁 ICHSEA冤 是国际

中国科技史会议 1990 年后的一个系列之一袁 每三年举办一次遥 比较而言袁 野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冶 系列

更为重要袁 举办者须经 野国际东亚科学要技术要医学史学会冶 正式授权袁 通常参加者中 70豫左右为海外

学者袁 而 野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冶 系列则以中国学者居多遥 野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冶 历届会议均在世界

著名大学举行袁 并已经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袁 已发展形成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国际会议机制遥
第十届会议于 2002 年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袁 第十一届会议 2005 年在德国慕尼黑德意志博物

馆举行袁 第十二届会议 2008 年在美国巴尔蒂摩 渊Baltimore冤 举行袁 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系

承办遥 第十三届会议将在中国 渊合肥冤 中国科技大学举行遥
(中国科普研究所 李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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