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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要关注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

翟立原

我们通常而言的科普，即科学技术的普及，

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科学精神的

弘扬，科学方法、技能的普及和科学思想的启

迪等。如果从大教育的观念来看，科普的方式

可分为学校以相对固定课程为依托的教育方式

和校外可自行选择内容的教育方式。不过需要

指出的是，在青少年接受科学教育、传播和普

及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作用也

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因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在

作为方法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人类生活和行动目

的的价值观之间建立平衡。

拉伯雷说过：“没有良知的科学只会是灵

魂的废墟。”在现代社会，态度和信念影响着人

们的行为及生活方式，而一定的价值观是构筑

公众态度和信念的基础。应该指出的是，不同

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不同的地理

环境、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导致人们重视不

同的价值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所

有人类社会都会一致推崇的某些价值，诸如

“人性尊严”、“诚信”、“对他人的爱”、“同

大自然的和谐”等等。科学正是通过上述蕴涵

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来为社会造福，为公众服务。

因此，科普在实现其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目标

的同时，更要关注他们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也

正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1科普的目标并非只是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
不言而喻，教育功能是科普最重要的功能

之一，而其与教育相关的目标就包括促进公民

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200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

颁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指出：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

科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

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

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从这一层面来看，作为未来或刚刚跨入公

民行列的青少年来说，提升其科学素质无疑是

科普的重要目标之一。

但科普的目标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就科学

教育、传播和普及而言，其实质都涉及到人的

教育、公民的教育。众所周知，教育是培养人

的活动，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而人的培养恰

恰是不能割裂的，需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去考虑。

正因为这样，无论是科学教育、科学传播还是

科学技术普及，其与教育相关的目标实际上都

体现出多元性，既包括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质，

也包括提升青少年的人文素质，以及其他相关

心理品质的培养，等等。而如果将科普的目标

认定为只是提升公民或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则

无疑是片面的。

2谨防科学素质教育提法排斥人文精神培养
随着世界经济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加速了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得

综合性的学科正在引领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

的潮流。而教育思想也在由单纯的学科知识教

育向综合的素质教育进行转变，更加关注青少

年的全面发展。因此，笔者认为素质教育或公

民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恰当的，也是符合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但对于素质教育或公民素

质教育下一级目标的分解，特别是有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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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等诸多提法，笔

者认为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要给出严格界定，

以防因强调某一方面目标而忽视了其他目标。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培养人的

问题上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笔者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 2010 年 1 月

出版的 《中国科技教育》 杂志上，有一篇题为

《要让青少年尽情享受科学探索的过程———参加

2009 年伦敦国际青年科学论坛有感》 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专门介绍了英国青少年科

学素质教育的特点，并将其与我国青少年科学

素质教育进行了比较。对此，笔者有两点不解。

首先，英国有科学素质教育的提法吗？笔者不

知该作者的上述提法源于何种文献资料。其次，

笔者从文中了解到，该作者实际上是将科学教

育、科技教育、科学传播和科学技术普及统称

为科学素质教育，但这样的界定合适吗？因为

无论是科学教育、传播还是普及，其目标都会

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是多元的。如果认为科

普只具有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目标”，而将

其划入科学素质教育范畴，那么青少年“人文

精神”和其他相关心理品质的培养，不就被从

科普的目标中剔除了吗？笔者认为，上述提法

所代表的思潮，会排斥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

过程中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不利于青少

年全面发展的。

3 关注社会因素对科普过程中青少年人文

精神培养的影响
实际上，在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的过程

中，仅仅重视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培养，还是同

时关注他们人文精神的培养，一直存在着不同

观念，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做法。而这种差

异，直接影响着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下面

主要通过国内外一些具体实例，来剖析科学教

育、传播和普及过程中青少年人文精神培养存

在的一些问题。

3.1 关注家庭对科普过程中孩子人文精神培养的

影响

家庭对科普过程中孩子人文精神培养的影

响，往往通过家长的观念和做法表现出来。就

我国而言，每年参加校外科技活动的青少年就

达数千万，这庞大数量的形成，其中有相当部

分不能不说是家长观念影响的结果。以饱受非

议的奥数为例，在全球青少年对科学尤其是数

学兴趣下降的今天，我国的奥数却异常火爆，

并早已从高中数学爱好者参与的竞赛活动，演

变为初中乃至小学孩子普遍参与的大规模数学

培训活动。这固然与中小学的升学制度有关，

但也反映出众多家长视数学和科学为“敲门

砖”，希望通过上述培训使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

级中“名列前茅”，以便在未来职业生涯中能够

“出人头地”的想法。至于这种培训对孩子成长

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是否有帮助，却

很少有家长去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家长的观念在一些移

民或旅居海外的华人中也颇有市场。2004 年笔

者出访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

笔者：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非常重视孩子

的考试成绩，在各类中小学重要的考试中，华

人子女名列前茅的比率，大大超过本地居民和

其他国家移民子女的比率。也就是在这座城市，

一位据说是曾担任过我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

匹克数学代表队的教练，原在北京大学数学系

执教的教授，移民后开办了收费不菲的小学奥

数班和中学奥数班，立即受到了华人家长的欢

迎，一位华人朋友还电话联系笔者，说如果认

识那位教授，能不能帮忙为自己孩子上奥数班

的学费打点折。就在去年，一位当地华人朋友

还自豪地告诉笔者，他的儿子经过在奥数班的

学习，现在其数学成绩在班级的排名，已经升

至前几名了。看来，上述家长这种滞后于时代

发展的传统观念，确实已对参加校外科技活动

的青少年人文精神之培养，产生了负面的影

响。

3.2 关注学校对科学教育过程中学生人文精神培

养的影响

学校对科学教育过程中青少年人文精神培

养的影响，经常会通过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传授

模式体现出来。例如，笔者在英国参观伯明翰

市区一所小学的科学课和数学课时，无意中发

现当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时，愿意回答的学

生就会举起手来，得到老师允许即可回答，这

和我们国内课堂没什么区别。但不同的是，学

31



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1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2008 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1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 第 5卷 总第 渊026冤 期2010 年6月3

生回答问题不必站起来，而是坐着回答。这确

实令笔者感到新奇：这在我们国内课堂上是绝

对不允许的，会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敬。后来，

在中英格兰大学教育系 2 年级学生的科学课上，

笔者亦发现大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同样也是坐

着。我就此事质疑该校一位教授，答案是学生

坐着回答问题有利于其思维的连续性。如果站

起来回答，在站起的过程中，学生要考虑后移

椅子，或是注意不碰到课桌、避免发出声响，

因为教室内的空间毕竟都较狭小，而学生的个

子又很大。上述因素都会分散学生对回答问题

的思考。此外，坐着回答问题还可消除个别学

生因站起而导致的紧张，有利于学生与老师思

维的沟通。

坐着回答问题还是站着回答问题，这虽然

是一个小小的形式问题，却可以使我们看到英

国伯明翰教育工作者体现出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科学教育观念，这种做法无疑会促进青少年

人文精神的培养。而反观我国大、中小学的教

师，有相当部分令学生感到“畏惧”，这使得科

学教学中很少有学生敢于“质疑问难”。笔者在

1998 年、2000 年和 2002 年全国青少年创造能

力培养现状调查中发现，赞同“大部分学生对

教师都有一定的畏惧感”的被调查者分别为

59.1%、50.5%和 51.8%，说明半数被调查者认

为教师不能平等、宽容地对待学生，在营造学

生“敢于质疑”的环境上还存在很大问题，而

这对于青少年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3.3 关注社会对科普过程中青少年人文精神培养

的影响

社会对科学传播过程中青少年人文精神培

养的影响，往往通过科技场馆和其他一些科普

设施展现出来。例如，在某省新建的科学中心

内，有一个孩子自己动手操作的科学活动项目

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项目似乎是让未成年人

了解治疗疾病的相关药物知识。例如，当选择

“拉肚子”这一症状时，电子屏幕上就会出现

“黄连素、氟哌酸”等治疗上述症状的药物名

称；而选择其他疾病症状时，又会给出相应治

疗药物的名称。笔者看到，一些来此动手操作

的孩子很快就熟悉了治疗常见病所需用药的名

称。不过，让青少年从小就学会自己选择用药，

这难道不会导致药物滥用吗？

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在作用于社会时，特

别是向青少年进行科普的过程中，一定要与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寻找最佳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过程中，要考虑公众的社会角色、专业

分工和心理及生理特点。例如，与应用处方药

治病的相关知识，只适于传播给在职和后备的

专业医师，而不是所有公众；与应用非处方药

治病的相关知识，只适于传播给成年公民，而

不包括未成年人。上述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反

映出担负科技场馆展项设计任务的专家，其由

于自身人文素质的欠缺，而导致的令人遗憾的

错误。因此，要促进科学传播过程中青少年人

文精神的培养，科技专家和教育专家队伍相应

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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