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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科普，是把专业的大气科学知识和天

气预报等业务流程，用社会公众可以接受并理

解的形式与内容，向社会普及，提高社会公众

和青少年应对及处置各类天气现象及自然状

况而开展的相关科学技术普及、传播和教育的

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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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科普的“深度参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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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参与理论”强调以气象科普对象为中心，使参与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气象科学知识

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气象科学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者。这就意味着在气象科普过程中必须

采用全新的科普模式和创新的科普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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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对象深度参与气象科普项目，使科普

对象成为项目整体的一部分，体会气象科学方

法，学习气象科学的探索精神，气象科普的认

识过程和结果可以是随机的，这是气象科普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气象科普的“深度参与理论”
气象科普“深度参与” 就是科普对象深

度参与科普项目，成为项目整体的一部分，亲

身参与、亲自动手、亲自解决问题、亲身享受

真实体验等，从而在活动中深刻体会理解科学

知识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体会科学方法，感染

于科学精神，实现“被动科普”到“主动科

普”的转变。这就是“娱乐—科学—市场”相

结合、基于文化基础和社会信任的气象科普

“深度参与理论”。气象科普“深度参与理论”

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气象科普对知识的探索

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自觉的，探索结果虽然

可以限定大的范围，但具体结果是未知的，需

要科普对象自己发现。

气象科普的“深度参与理论”强调以气象

科普对象为中心，使参与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

接受者和大气科学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

息加工的主体、气象科学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

者；同时气象科普场馆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

者转变为气象科普参与者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

者、促进者。在深度参与气象科普环境下，气

象科普场馆和科普对象的地位、作用已发生很

大变化。这就意味着科普场馆在科普过程中必

须采用全新的科普模式和创新的科普设计理念。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 （Jerome S.

Bruner） 指出：“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

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

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这就说明了“深度

参与理论”与传统气象科普的不同，其特点不

是在于把现成的结论提供给学习者，而是从人

类自身好奇、好问、好动的心理特点出发，在

科普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靠气象科普场馆所

提供的材料，让参与者自己去发现、回答、解

决问题，使他们成为科学知识的发现者，而不

是消极的接受者。按照布鲁纳的观点，气象科

普不能使参与者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

应是假设式的，尽可能为参与者保留一些令人

兴奋的观念系列，引导参与者自己去发现，使

之成为气象科学知识的发现者。

如同学校教育，不单纯追求学生的学习

结果，而是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纯粹

要求学生知道什么是标准，而是有针对性地

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正确的思路[1]。气象科普

“深度参与”模式的特点就是重视参与者的自

主行为和个性特长，重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

神传授，重视参与者主体作用和学习主动性

的发挥，达到多方面的科普效果，发挥气象

科普的最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度参与

会使气象科普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获得比较

好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

气象科普深度参与有利于提高公民气象科

学素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众所周知，

公民科学素养是多方面的集合概念，显然也包

括气象科学素养，在气象灾害高发的背景下，

以气象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气象科学素养显得越

来越重要。深度参与可以提高公民气象科学素

养的整体水平，这决定了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政

治生活的有效参与程度。公民只有具备较高的

气象科学素质，才能充分理解各项减排政策法

规的内容和意义，并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气象科普深度参与有利于提高公民应对各

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我国是一个自

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近几年来，各种公共突发

事件时有发生，如 2003 年的“非典”、2008

年的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地震、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2010 年的青海玉树地

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2 年春节寒潮

等，特别是各种极端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都

给国家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

害。这些灾害不仅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因其突发性和无法预知等特点，容易对公

众心理造成影响，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有针对性地普及相关气象科学知识

和应对方法，通过深度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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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对于保障人民群

众的安全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2 我国气象科普“深度参与”的差距
发达国家的气象科普已经运用深度参与

模式来进行科普。1971 年开张的迪斯尼世界

（Disney world） 是全球最大的主题游乐公园，

经过 30 多年的逐步开发，非常成功。迪斯尼

一年门票就达 30 亿美元，每年吸引了近 2 000

万人前来迪斯尼旅游。迪斯尼的成功与高科

技支撑以及游客深度参与理念密切相关。

迪斯尼的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 （Walt

Disney） 特别重视高科技对整个事业的促进作

用，使游客本身成了游乐项目中的角色[2]。迪

斯尼的发展与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是同

步的。其中 EPCOT 主题公园融激光、电子、

数字、航天等各种最先进的科技来创造情景

气氛和娱乐效果，收效很好。完全可以看成是

一个科普场所。EPCOT 其实是五个单词的首

字母缩写，它的全名是 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迪斯尼将 EPCOT 定义

为 discover the wonder 的意思，表明这个场馆

等待参与者挖掘有趣之处，深度参与科学历

程。EPCOT 包括了“未来世界”和“世界陈

列馆”，里面充满高科技的科普设施，其目的

是提供更多的条件使科普对象参与其中。

EPCOT 有不少和气象科普相关的深度参

与项目。比如这样一个活动，参与者来自参观

人群，主动参加，形成一个临时集体。气象科

普的主持人给出不同气象条件的选择，如希望

面临大风，还是暴雨，或是其他，根据多数人

的选择确定下一步场景，选择暴雨，如何防

范，选择横隔窗、米字窗还是什么，等等。每

次都是众人选择的结果，场景各不一样，结果

也是未知的。参与者在与自然气象条件变化的

互动中，真实感受到气象科普的深度参与的魅

力。笔者亲身参与了这种科普形式，深深感到

这种深度参与对气象科学知识有深刻了解，科

普收效很大。

目前我国有 50 余个气象科普场馆投入运

行，建成 142 个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但是气

象科普场馆多数建在各级气象局内，与国家对

社会公众进行气象科普深度参与的需要还有

很大差距。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气象科普绝对和相对数量都少，难

以满足公众需求。气象科普场馆或气象科普宣

传载体总量偏少，知名度较低，和发达国家相

比差距较大。我国气象科普总量少，规模小，

难以满足巨量人口在短期内的气象科普深度

参与需求。

第二，气象科普手段和科普观念陈旧，

工作水平低。目前除了一些专门投资的某些

气象科普场馆，如北极阁气象博物馆等外，

我国大部分气象科普场馆的设施和展示教育

手段比较落后。部分气象科技馆展览只是单

纯的展品罗列和堆砌，缺少清晰的展览设计

理念和主题思想，其常设展览和展品创新低，

简单模仿，相互雷同。最重要的问题是参与

者成了气象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平坦

参与”气象科普项目。

第三，在经费来源上，很多气象科普场馆

运营经费缺乏保障，资金筹措比较困难。一般

来讲，我国气象科普场馆维持经费主要来自主

管单位拨款，几乎不会有门票收入。社会捐助

以及其他收入所占的比例几乎为零。这导致气

象科普展品更新缓慢，新的气象科普活动无法

开展，气象科普人员素质提高较慢，难以发挥

气象科普场馆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第四，在绩效评估方面，有效的评估监督

制度尚未建立，气象科普场馆难以实现持续稳

定发展。气象科普场馆的运行管理绩效缺乏科

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和方案，从而导致许多场馆

“重建设、轻管理”，“重过程、轻绩效”，有

的甚至“只建场馆，不见科普”。国外科普场

馆则有良好的评估和监督机制[3]。

第五，深度参与必然会增加气象科普成

本，这点很多气象科普场馆与基地目前比较难

以解决，还会延长气象科普时间。我国人口总

量很大，深度参与相比“平坦参与”时间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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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5 倍，甚至更长，气象科普活动将会难

以承受参与者等待的巨大压力。气象科普工

作者要解决参与者无限欲望和好奇与气象科

普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不得不在气象科普过

程中做出选择，而选择要受到成本与选择余

地的制约。减少希望深度参与者的数量，与我

国气象科普的公益性质又有矛盾。这种矛盾在

省会以下城市和西部地区更加突出，成本门槛

和公益性质的矛盾是我国气象科普“深度参

与”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

3 推进气象科普深度参与的政策建议
3.1 提升气象科普理念

气象科普理念的提高可以促进气象科普

事业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助于建设

气象科普创新体系，从而可以扎实推进气象科

普工作。要把深度参与作为未来气象科普的重

要发展方向，提前谋划，更新气象科普理念，

使深度参与理论自觉成为气象科普工作者的

科普设计基本准则和前提理念。

提升气象科普理念，允许气象科普场馆在

一定限度内自我经营。在美国，公立科普场馆

的定位是免费向公众提供科普服务，因而其自

身商业经营的范围和收入都受到限制，收入不

能超过博物馆经费的 2.2％~11％；但是私立

的科普场馆，如各类企业兴建的科技馆，虽然

也定位为公益性组织，但其自身经营收入可以

占到博物馆经费的 14％~50％。可见气象科普

场馆可以适当收取门票或者企业赞助。门票

收入对气象科普场馆的生存和发展有一定补

助作用。
3.2 同等看待气象科普创新和气象科技创新

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专家指出“科技普

及与科技创新，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体现，

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正像人的两条腿、

车子的两个轮子，不可或缺”；科技发展必须

做到“创新”与“普及”并举。2007 年中国

科技部等八部委下发 《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六大措施切实加强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保证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两翼齐飞”。国家将加

大科普投入，将科普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加强国家科普基地建设、建立国家科普能力建

设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加强科普资源共享等，

以促进国家科普能力建设[4]。

这就指出气象科普创新和气象科技创新应

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气象部门

内部不少同志认为气象科普并不重要，甚至是

副产品。在实践上也是把气象科普纳入气象科

技创新体系之下，没有形成同等重要的理念。

在同等看待情况下，就会有更多资源和经费投

入到气象科普中，为科普对象深度参与提供必

要的设备条件和科普环境。深度参与不仅将为

科普事业带来长远影响，也会潜移默化促进气

象事业的发展。
3.3 建设深度参与式气象科普场馆和科普体系

气象科普场馆是推进气象科普深度参与至

关重要的支柱点，一方面，花大力气建设一批

有特色的气象科普场馆，另一方面，切实落实

中国气象局与中国科技馆达成关于在科普场

馆内设立气象科普展区的协议。此外，最大程

度发挥已有气象科普场馆的效益。提升气象科

普对象深度参与科普活动的组织层次，从“个

人科普—社团科普—组织科普—国家科普”。

拓宽筹资渠道，建立气象科普基金。英国

议会建立的国家彩票基金会支持了众多的科

技馆项目。该基金会拿出 600 万英镑支持伦敦

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新地学展览；提供 4 100 万

英镑支持布里斯托探索馆办展览；与韦尔科姆

基金会共同出资 4 550 万英镑在伦敦科学博物

馆建设韦尔科姆副馆等[3]。中国可以建立国家

级和省级的气象科普基金。

构建从国家级—省级—基层的气象科普深

度参与体系，研究如何发挥乡村气象协理员、

信息员的气象科普网络连接点的作用。在社会

网络中构建气象科普的深度参与体系，结合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星火计划”、“扶

贫计划”、“村村通工程”等各种工程，推动

气象科普下乡、进村、入户。使气象科普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中，包括气象灾害、防灾减灾、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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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自救、重大气象事件科普、气象科普产品

图书开发等。加强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的建设[5]、

数字气象科普馆建设、气象科普资源共享与

服务平台建设等，以此推进气象科普的深度

参与，不断取得效果、扩大阵地，取得实质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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