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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作为高新技术基础的现代物理学，在带动科

技发展，推动文化、经济、社会进步中起到不

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当今社会对公众的

科学素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科普

从报刊和电视看社会对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王 琳 罗 莹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北京 100875）

[摘 要] 近年来，电视和报纸一直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看懂报刊和电视上的科技

报道与节目，是当今社会每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报刊和电视中涉及的现代物理知识在内容和

数量上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情况。本文调查统计了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综

合性报刊和央视科教栏目，分析了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差异及其变化情况。了解这些现代物理

内容及变化对有效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发和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物理课程及科普资源，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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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跃跃 王 琳 罗 莹 从报刊和电视看社会对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理论探索

①梁志国是 《从报刊看我国公众对近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通过翻阅 2000 年的四种综合性报刊，

调查统计了 2000 年相关报刊中出现的现代物理名词及出现相应名词的文献篇数。

研究所进行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

养的比例为 3.27%[1]，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公众科学素养水

平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

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越大。以 2010 年为

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养

的比例最高，为 13.17%[1]。可见，加强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是提高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重

要途径。但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来全面提高我

国全体公民的科学素养是有困难的，因为在

社会各阶层中，大多数公民从事着不同的工

作，要求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提高科学素养是

不现实的，需要通过各方面的科普教育来提

高大多数公民的科学素养。因此，有效提高

公众的科学素养是时代赋予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和科普教育的共同使命。必须以社会对

公众科学素养的需求变化为导向，及时更新

和丰富公众必备的现代物理内容，开发和建

设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物理课程及科普资源。

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还显示：在

2010 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发展信息的主要渠道

中，电视和报纸位居前两位，分别占 87.5%和

59.1%；对其他渠道的选择依次为：与人交谈

（42.98%）、因特网 （26.6%）、广播 （24.6%）、

图书 （11.9%）、科学期刊 （10.5%） 和一般杂

志 （12.2%） [1]。此外，第四次 （2001 年）、第

五次 （2003 年）、第六次 （2005 年） 和第七次

（2007 年） 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中，电视

和报纸一直都是公众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

要渠道[2-3]。这说明，对于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传

播而言，电视和报纸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

考察近年来电视和报刊中涉及的现代物理知识

及其出现频率的变化，为我们了解社会对现代

物理知识的需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1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了几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和

电视节目，统计涉及现代物理知识的有关文献

篇数或电视节目数，然后对统计结果进行整

理、分类。为便于和 2000 年梁志国①的统计结

果作比较，本文采用与之相同的分类方法，即

将所统计的现代物理名词大致分为四类，它们

依次是：Ⅰ类为量子论、量子力学、相对论及

与之相关的内容；Ⅱ类主要是涉及材料问题的

物理学内容；Ⅲ类为原子、原子核及粒子物理

的内容；Ⅳ类是关于宇宙及天体的内容[4]。

分析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差异

及变化趋势，对开发和建设与时俱进的现代物

理课程及科普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

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另外，近年来互联网的迅

猛发展，促使电子报刊和网络电视的检索功能

愈加强大和完善，同时也给人们的工作和学习

带来了便利。本文主要借助网络平台，完成报

刊和电视的全部调查工作。
1.1 报刊的调查范围和研究方法

由于网上检索条件所限，本文在调查 《中

国青年报》 和 《人民日报》 的基础上，又选择

了 《光明日报》、 《中国日报》 和 《青年文摘》

等综合性报刊。本次调查所选的五种报刊具有

阅读人数众多、读者群体广泛的特点，并且在

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属于社会上的主流报

刊。因此它们中涉及的现代物理内容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当今社会要求公众必备的现代物

理知识。

本文首先以 2000 年梁志国统计的四类现

代物理名词为基础，适当补充近几年出现频率

较高的新名词，如光纤、CCD；然后通过登陆

“中青在线”、“人民网”、“光明网”、“中国

日报网”和“青年文摘”等相关报刊的官方网

站，调查并统计了 2008 年上述五种报刊中出

现的四类现代物理名词的有关文献篇数。对于

某些物理名词，如黑洞、真空、对称性等，可

能在文章中表达的并非其物理上的含义。为确

保统计结果准确，在网站检索结果的基础上，

对容易出现非物理意义名词的文章，详细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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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剔除了不符合统计要求的文章。最

后，又以相同的方法对 《中国青年报》 和 《光

明日报》 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调查统计，以便研

究近十年来社会对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变化。
1.2 电视的调查范围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央视科教栏目，通

过央视网的科教栏目导视完成调查。央视网

的科教栏目部分共有 28 个电视栏目，首先，

依次查看了所有科教栏目的栏目名称和栏目简

介，了解各栏目的内容定位和特点，初步确定

了 2008 年与物理知识联系比较密切的五个电

视栏目，它们分别是 《科技博览》、 《走进科

学》、 《探索·发现》、 《科技人生》和 《大家》。

然后，针对以上初选栏目，查看各栏目下

每一期节目的节目标题，并利用视频查询功

能，大致浏览了该视频的主要内容，判断每期

节目所涉及的物理知识。在此基础上，本文统

计了以上五个科教栏目中与现代物理知识相

关的电视节目数，并依据每期的节目内容和

节目中提及的频率较高的现代物理名词，按报

刊中对现代物理内容的分类标准，把电视节目

也划分为四类 （与报刊的四类现代物理内容一

一对应），并统计出相应的电视节目数。

2 调查结果与统计分析
2.1 2008 年报刊和电视的分类统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解 2008 年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识

需求量的差异，本文首先检索了各报刊中出现

的现代物理名词的有关文章篇数，然后分别统

计出涉及Ⅰ、Ⅱ、Ⅲ、Ⅳ等四类现代物理名词

的文章总篇数，统计结果见表 1；各电视栏目

中涉及四类现代物理知识的科教节目数的统

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1、表 2 可以看出，2008 年报刊和电

视两种主流大众媒体刊载的不同的现代物理

知识的情况极为相似，即报刊和电视刊载的

Ⅱ、Ⅳ类现代物理学知识量明显大于其他两

类，这反映了 2008 年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

表 1 2008 年各报刊中四类现代物理名词的文章总篇数统计

Ⅰ量子及相对论

《中国青年报》 14 180 54 145
《人民日报》 20 461 54 211
《光明日报》 95 461 141 361
《中国日报》 18 335 84 301
《青年文摘》 1 9 0 20

Ⅱ材料 Ⅲ原子及粒子物理 Ⅳ宇宙及天体

表 2 2008 年各电视栏目中涉及四类现代物理知识的相关科教节目数统计

《科技博览》 8 0 4
《走进科学》 4 0 16
《探索·发现》 0 0 30
《科技人生》 5 0 1
《大 家》 0 3 1 1

Ⅰ量子及相对论 Ⅱ材料 Ⅲ原子及粒子物理 Ⅳ宇宙及天体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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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对梁志国 《从报刊看我国公众对近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一文中调查的 2000 年各报刊中四类现代物理名

词的相应文章篇数，进行求和计算。另外，* 表示 《参考消息》 中Ⅱ类材料物理学名词的相关文章实际篇数大于 417，

因为原文作者没有给出“半导体”和“液晶”两名词的统计篇数。

识的需求差异。

为研究以上情况是否仅是 2008 年出现的

一次偶然现象，本文统计了 《从报刊看我国公

众对近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中涉及的四类现

代物理名词的文章总篇数，统计结果见表 3。

结合表 1、表 3 可以看出：虽然报刊的来源不

尽相同，但 2000 年的调查结果也表现出与

2008 年大致相似的规律，尤其是涉及Ⅱ类材

料物理名词的文章总篇数无一例外排在了首

位。由此可见，社会对Ⅱ、Ⅳ类现代物理知识

的需求量明显大于对Ⅰ、Ⅲ类的需求量，并不

是 2008 年才有的特殊情况。

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差异如此

显著，是与各类知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

人类生活需求的关联程度密切相关的。从这四

类现代物理知识的内容特点来看：Ⅱ类涉及核

能、纳米、半导体等内容，与当今社会的前沿

技术如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

术和生物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而这些技术又

会对公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Ⅱ类知识的实用性特别强，容易转变成

技术，进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人类和社

会。了解它们已经不仅是社会的需要，更是个

人追求良好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Ⅳ类

主要涉及宇宙起源、天体形成等内容，虽然在

实用性上远不及Ⅱ类，它却有自身独具的魅

力。众所周知，关于宇宙和天体的探索一直是

一个神秘的、充满未知的领域，而人是有好

奇心和求知欲的，哪个领域的神秘色彩越浓

厚、未知性越强，就越能激发人们去探索其

中的奥秘。

Ⅰ类和Ⅲ类分别涉及人们 （尤其是物理学

家） 对物质的存在形态、时空关系的认识和对

物质组成的认识。这两类知识内容的相同点是

理论性很强，属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但

与大多数普通公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联

系不大。从内容的难度上看，要对公众普及这

两类现代物理知识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

社会对Ⅰ、Ⅲ类现代物理知识需求量的要求低

于对Ⅱ、Ⅳ类的要求是合理的。
2.2 2000-2009近十年报刊的分类统计结果与分析

为研究 2000 年至 2009 年社会对四类现代

物理知识需求量的动态变化，本文在 2008 年

五种报刊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又对 《中国青年

报》 和 《光明日报》 进行了连续多年的调查统

计。其中 《中国青年报》 的调查时间范围是

2000 年至 2009 年，但由于“中青在线”的数

据库不完整，2000 年通过全文检索得到的数

据几乎为零，所以 2000 年的四类现代物理名

词的文章篇数以表 3 中梁志国的统计数据为

准，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光明日报》 的调

查时间范围同样也受数据库完整性限制，只有

2004 年至 2009 年的全文检索数据有效，统计

结果见图 2。

表 3 2000 年各报刊中涉及四类现代物理名词的文章总篇数统计①

《参考消息》 42 417* 42 195
《人民日报》 71 332 57 66
《读 者》 19 24 12 15

《中国青年报》 29 166 22 39

Ⅱ材料Ⅰ量子及相对论 Ⅲ原子及粒子物理 Ⅳ宇宙及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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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图 2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

Ⅱ、Ⅳ类现代物理知识的折线始终位于代表

Ⅰ、Ⅲ类现代物理知识的折线上方，这表明近

几年社会对Ⅱ、Ⅳ类知识的需求量一直大于对

Ⅰ、Ⅲ类知识的需求量；另外还可以看出无论

是 《中国青年报》 还是 《光明日报》，社会对

Ⅱ、Ⅳ类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量波动较大，对

Ⅰ、Ⅲ类的需求量较为稳定。

近年来，社会对不同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变化之所以呈现上述特点，要从现代物理学的

自身发展及四类知识的内部联系来看。首先，

Ⅰ类量子及相对论内容代表的不仅是科学理

论知识，更是一种科学思想和方法。它的建立

克服了经典物理学的危机，使物理学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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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发生了质的飞跃。赵凯华教授说过：20 世

纪高科技发展的事实证明，重大的创造来源

于新的物理思想，否则只是“小打小闹”，成

不了大气候[5]。这充分说明Ⅰ类内容在整个现

代物理学中的基础性作用，它的建立是具有

革命性和哲学意义的。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

都是有起伏的，其理论基础部分更是如此。所

以在较短的时间内，Ⅰ类量子及相对论内容没

有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这就决定了社会对此

类知识的需求也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Ⅲ类原子、原子核及粒子物理内容涉及物

质世界的基本组成，这是一个物理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哲学命题[4]。如果说Ⅰ类

量子及相对论理论的建立是物理学由经典走

向现代的标志，那么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X

射线、放射性与电子的发现则起到了重要的

先导作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显示，原子核及

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与高能粒子加速器、对撞机

等现代实验仪器的发展休戚相关，可以说是理

论科学、实验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一个典型代表[6]。因此Ⅲ类内容的发展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平缓的，社会对此类知识

的需求也尚未出现大的起伏。

Ⅱ类内容代表着已经或即将给生活带来重

大影响的材料和技术，包括从理论认识中衍

生出的众多技术原理，如半导体技术、激光技

术、大规模集成电路、光电子技术、超导技

术、核能技术、空间技术、低温技术等，大大

加快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人类文明的进

程[6]，这是Ⅰ、Ⅲ类基础知识的理论成果应用

于实践的必然结果。另外，Ⅱ类知识领域的重

要研究成果能为Ⅰ、Ⅲ、Ⅳ类知识领域的研究

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与这三类知识的联系较为

密切，知识更新速度较快。Ⅳ类宇宙及天体内

容同样是以Ⅰ、Ⅲ类知识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

的。例如：广义相对论应用于天体和宇宙研究

之后，使人们对太阳系及宇宙天体有了深入认

识；粒子物理的理论成果和观测手段帮助天文

科学工作者以新的思维和方法去认识和推断

宇宙 （特别是早期宇宙） 现象[6]。

总之，Ⅰ、Ⅲ类内容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

基础部分，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生产实践，知识

的更新速度也相对较慢；Ⅱ、Ⅳ类内容正是

Ⅰ、Ⅲ类理论成果的应用，与社会、实践有着

更为密切的联系，知识的发展速度较快。所以

社会对Ⅱ、Ⅳ类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变化较

显著。

3 总结
透过电视和报刊两种主流媒体可以看出，

近几年社会对Ⅱ、Ⅳ类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量

及其变化更大。这说明Ⅱ、Ⅳ类现代物理学内

容实用性较强，近十年发展相对活跃，知识更

新较快。因此，无论学校教育还是科普教育，

在开发和建设现代物理课程及科普资源时，

都应该积极关注社会对现代物理知识的需求

变化，尤其是发展相对活跃的Ⅱ、Ⅳ类现代

物理内容，只有使公众获得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现代物理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公众的科

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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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2008 年各电视栏目中涉及现代物理的节目标题及相应节目播放次数分类列表

《电视栏目曳

Ⅱ 芋 郁

节目标题

播
放
次
数

节目标题

播
放
次
数

节目标题

播
放
次
数

《科技博览》

《科技人生》

《走进科学》

千里眼

（雷达影像，微波技术）

捕捉生命之音

（音频生命探测仪）

奥运———我们准备好了

（新能源）

保护生命的外衣

1

1

2
4

我欲飞天

飞天英雄

2

2

助推神七

开幕式上的高科技 “追星人”朱进

1
4 1

超级水泡 （水立方） 太空任务1
中国航天员

太空之家

太空行走

天降 UFO 残片

UFO 探寻

天外来客 1

1
1

1
1

3
5

《探索·发现》

中国飞天服

揭秘飞天神箭

1
2

菜田怪圈

飞碟来了 1
2

星际飞行 5

《大 家》

大师讲科普 （纳米） 我志问天九层 （栾恩杰）1

1
1

1 1

世界之战 （火星探索）

灰人计划 （外星人）

紧急起飞 （不明飞行物）

魔鬼三角

UFO 猎手

沙漠上空 （飞碟）

红色警报

中国石碟

航天传奇

宇宙大爆炸

2

1

1

2

1

1

1

1

7

8

科学的春天

（孙家栋 火箭）

白春礼 （纳米）

超导人生 （赵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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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2008 年部分报刊中出现的现代物理名词及相关文章篇数分类统计表

2008 年 《人民日报》

半导体

纳米

液晶

激光

核能

相对论

引力波

4

1

加速器202 15

5光子

量子 10

对撞机

粒子

50

85

52

28

电子显微镜

玻色子

14

12

4

3

2

1

2

1

黑洞

暗物质

宇宙射线

超新星

宇宙大爆炸

193

6

6

3

2

1

太空

合计 20

光纤

超导

CCD

磁共振

凝聚态

混沌

26

21

4

471

1

1

1

夸克

自旋

等离子体

反物质

54 211

半导体

纳米

液晶

激光

核能

相对论 4

1

加速器

90 13

光子

量子 9

对撞机

粒子30

20

19

10

10

6

5

3

3

3

1

黑洞

暗物质

宇宙射线

宇宙大爆炸

132

5

4

1

1

1

太空

光纤

超导

CCD

17

8

3

夸克

自旋

等离子体

2008 年 《中国青年报》

37

224

真空

对称性

弱相互作用

54

太阳黑子

背景辐射 1

145合计 14

表 B1 《人民日报》

表 B2 《中国青年报》

玉 域 芋 郁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玉 域 芋 郁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物理名词 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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