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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goals and curriculum settings in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studied and compared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study framework is composed of“ why we
communicate”， “ what to communicate” and“ how to communicate”. Compared to Jap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goals in China are not well focused， there is lacking of systematical approach toward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bout “how to communicate”.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curriculum settings are primarily on the theoretical aspect，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in depth curriculum about “why we communicate”and “what to communicate”. All of these reflect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study about science communication among education commun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 and the media.

[摘 要] 本文以“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为分析框架，尝试了中日高校科学传播人才培

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与日本相比，我国的科学传播教育表现为培养目标聚焦不足；在“如何传播”

上没有形成一套课程体系；大多数院校的课程设置虽然集中在理论层面，但对“为什么传播”和“传播什么”

的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的课程体系来对应。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教育界、科技界、媒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科

学传播的认识不足以及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不足。

[关键词] 科学传播人才 培养 课程设置 中日 高校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 (2013) 04-0046-08

46



跃跃跃

什么是科学传播人才？首先，广泛意义上

的科学传播是指有关科学和技术的信息被传

播、交流的各类活动。中国和日本在相关概念

上均未有统一的定义。本文的科学传播是狭义

的，主要指产生在专家与一般公众之间的、关

于科学技术的信息及看法的传播和交流。因

此，科学传播人才指的是，在专家与一般公众

之间，为了传播和交流有关科学的信息及观点

而起桥梁、媒介作用的人。对应到具体职业，

科学传播人才可以是科学作家、科学记者、科

技场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行政管理部门中涉及

到科技、科技政策等工作内容的行政官员以及

科学传播产业的从业者，等等。当然，专家自

己成为传播者，或者公众本身从公众立场出

发成为传播者，都是可能的。

1 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科学传播研究有以下三个核心问题[1-3]：

科学传播为什么有必要，不同视角有不同的

回答———理论研究；科学传播传播什么，即传

播内容，而决定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的就是

前项的理论或理念；如何传播，即传播的方式

方法，涉及到传播技术、传播能力，而理论和

理念也决定着传播方式的选择。我们认为科学

传播教育研究也可以参照这一框架[4]，并认为

一个科学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需要提供包

括“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怎样传

播”三方面、涵盖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体系，至

于其间的比例关系可以根据培养方案的目标、

重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以科学

传播的“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怎

样传播”为分析框架，尝试比较分析中日两国

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传播课程设置现状和问题。

根据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中科学传播教育

现状，比较研究的具体对象分别设定为具有

以下条件者：日本是承接文部省“科技振兴基

金新兴领域人才养成计划”，试点培养科学传

播人才的大学；中国是有一定科学传播人才培

养成果，并根据文献调查被认为有一定影响的

大学。

2005 年日本将科学传播人才培养计划纳

入“科技振兴基金新兴领域人才养成计划”，

准备试点。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

学申请的培养项目分别获得文部省支持，同年

7 月项目开始执行，为期 5 年。因此，本研究

将上述三所学校作为日本方面的研究对象。而

在中国进行科学传播教育的大学主要有中国

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其中

在本科阶段就进行培养教育的只有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复旦大学。由于日

本是研究生阶段或者对在职人员进行相关教

育，因此本研究把分析对象集中到研究生阶

段，中国方面以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和

“大多数大学”作为三个案例进行梳理和分析。

分析课程设计需要首先对其教育目标进

行把握，故本文将案例的教育目标也作为整

理、分析的一个维度。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

表 1 所示。

2 日本科学传播人才培养试点大学的案例分析
2.1 培养目标的整理分析[5]

如表 2 所示，早稻田大学实施的是名为

“科技记者培养计划 （MAJESTY）”的培养项

目。他们聚焦科技记者，设置培养方案，即

培养在大众媒体中将有关科学的信息在专家

与公众之间相互传播、交流的人才。他们认

Key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talents；cultivation；curriculum setting；Japan and China；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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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日高校科学传播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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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记者必须具备五种素养，即对科技的

理解、对新闻媒体的理解、建设性的批判精

神、实际工作经验、专业的传播技能；并认

为科技记者肩负着两个方向的传播，分别传

播给两类人群，即将专家所拥有的信息向其

他专家、一般公众传播，同时以接近公众的

立场对专家的研究进行批评、检证，并传播

给专家。在这样的理解和目标设定下，培养

的人才除了实际技能外，显然还需要对“为

什么传播”、“传播什么”有深刻的理解。

北海道大学实施的是名为“科技传播者

培养团队(CoSTEP)”的培养项目。他们通过研

究、分类，列出各类科技传播者都必须掌握

的共通性知识和技能，以学习者熟练掌握这

些知识和技能为教学的目标，以援助该专业

毕业生能够担任和参与广泛的科学传播活动

为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注重实践能力的形成。

东京大学实施的是“（面向公众的） 科技翻译

员培养计划”的培养项目，以“站立于科学

技术与社会公众之间，使双方交流通畅、活

跃的人才”为总目标，具体培养人才分为两

类；能够在广阔视野下推进科学研究与开发

的科技人才；从政治、经济和哲学等观点出

发探索社会人文与科学技术的结合点的文科

人才。没有设定特定的职业方向，但侧重培

养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中、且能策划和参与科

学传播的人才 （如作为科研人员，同时又能

担任起向媒体、大众说明和传播所在院系的

研究内容及成果的工作的人），同时致力于培

养一般理工科学生的科学传播能力；其次是

培养科学与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人才。这样

的目标设定无疑同样需要以“为什么传播”

和“传播什么”为理论基础。

从“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如

何传播”看上述三个案例的培养目标，有着

侧重点的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三

所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都在回应社会对科学

传播的各种需求。早稻田大学的培养目标有

具体的职业对应，即科技记者，北海道大学

对应广泛而具体的传播知识和传播技能，东

京大学侧重对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培养以

及科技传播理论研究者的培养。
2.2 课程设置的整理分析[6]

早稻田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三个特点。首

先，重视实际技能培养和训练。技能训练部

分在职业科技记者的指导下，设置了“科技

传播技能实训” （分为 7 门课连续展开）、

“科学影像制作” （分为 3 门课连续展开）、

“新闻编辑”、“报媒实习”、“网络新闻”

（分为 2 门课连续展开） 等共 14 门，显示出

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为科技记者的基础

能力形成提供了有系统的训练。其次，文理

结合的训练。“论文指导”课程设计了由文

科和理科教师共同担任硕士论文指导的模式，

使得文理结合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可操作性。

第三，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设置理论课

程。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由“科学史”、“科

技新闻导论”、“科技政策”、“科学的方

法”、“遗传技术研究”、“保健与社会”等 9

门基础课和“生物伦理学”、“信息技术与信

息产业”、“能源和环境专题”、“网络社会

的现实”等 7 门专题类课程组成。仅从课程

名称看，除“科学的方法”、“科技新闻导

论”，“科学史”外，上述其它课程都是从科

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开设的，当然这三门课

也不排除其具体教学是从该角度进行的。但

这些课程中阐述有关“为什么要传播”及

项目名称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项目名称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项目名称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早稻田大学
科技记者培养计划 （MAJESTY）
培养将有关科学的信息在专家与公众之间相
互传播、交流的人才
科技记者

北海道大学
科技传播者培养团队(CoSTEP)
学习者熟练掌握各类科技传播者都必须掌握
的共通性知识和技能
无特定职业指向

东京大学
“（面向公众的） 科技翻译员培养计划”项目
在广阔视野下推进科研与开发的科技人才
从政治、经济和哲学等观点出发探索社会人
文与科学技术结合点的文科人才
无特定职业指向

表 2 日本大学科学传播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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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什么”的理论和理念的课却没有专门设

置，当然一些理念可以包含在“科技新闻导

论”、“生物伦理学”、“能源和环境专题”、

“科技政策”等课程里。另外，还提供了 3 门

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上述内容还参考

了该校发放的宣传册(

)

综上所述，从所开课程及其部分教学方式

看，早稻田大学所作的教学规划回应了既定的

培养目标，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来看，基础理

论课程中有关讨论“为什么要传播”及“传播

什么”的课程开设可能有所忽略。

北海道大学则是通过以下四个学习阶段

构成整个课程体系。 （1） 通过“讲授”类课

程学习知识和理论。资料显示，这里包含作为

科学传播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分为

9 门课程 （他们称之为“9 个模块”），每门课

以 2~4 次讲座完成；其内容的选取和构成考

虑到了与今后的研讨课、实习课的关联和衔

接，甚至考虑到了与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即毕

业以后从事实际传播活动时的具体运用的关

联。其中有关“为什么要传播”及“传播什

么”的课程分设在“科技传播概论”课程和

“多种立场的理解”课程中，具体由“科技传

播入门”、“科技传播与公共性”、“科学传播

与科学素养”、“从国家创新策略看科技传

播”、“大学法人的科技传播战略”等分别 1

个半小时的讲座组成[7]。 （2） 通过“研讨”类

课程来了解、分析和模拟传播技能，为此设计

了“写作”、“演讲”、“主持、策划”和“设

计”4 门课程，并分别由基础和应用两部分构

成。 （3） 通过“实习”类课程，在实际传播

活动中训练和掌握传播技能和技巧，设计了

“媒体实习” （例如通过进入科学咖啡馆、广

播电台，参与实际的绘图设计、科学写作等方

式） 和“项目实习” （如通过组织共识会议，

制作札幌科学观光地图等项目学习和实践新

的传播途径） 课程。 （4） “创作”课程，融

合前面三个阶段的学习和实践，即教师授课、

研讨和实习等课程所学知识和技能制作作品，

并作为最终学习成果接受评价。从本研究的分

析框架来看，北海道大学的课程设置涵盖了我

们提出的三个基本内容，而且内容丰富，关注

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衔接，使得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能够实际运用起来，并对运用进行评价，

形成了良好的体系。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为

了支撑这一课程体系，该校从本校、外校、业

界、政府部门等组织了庞大的教师队伍，如上

述 9 门课由 27 位教师共同承担。这种师资力

量的调配是实现课程效果的重要举措，在其它

两个学校也一样，只是该校更为突出。

东京大学的课程也由四个部分构成。

（1） “讲授”类课程学习科学技术与社会之

间关系的相关理论。 （2） “实习”类课程以

“写作”为主，进行提高表达能力的训练。

（3） “实地学习”课程，具有研讨和实习的

双重性质，利用暑假进行。 （4） “成果展

示”课程，主要形式有两种：科学传播活动

的策划；以面向大众、通俗易懂的方式改写

科技学术论文。东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回应

了其培养目标，从本研究的角度看，整体上

符合三个基本内容。但由于缺乏更具体的课

程信息，因此难以充分判断其在培养科技人

员科学传播能力上的针对性。

上述三种科学传播人才培养项目在日本试

行了 5 年，于 2010 年结束。最终，北海道大

学和东京大学的教育方案得到整体保留和延

续。对于上述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教育所存在的

问题，当时日本国内有很多批评意见。他们认

为这些教学内容往往面面俱到，但系统性上又

还有所欠缺。并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

于教育方案处于试点阶段，试点中出现的问题

还未能形成经验来调整教学计划；此外，培

养方案本身未能十分明确所培养的人才类型，

或者说很难明确人才类型也是原因之一。不

过，从国内的现状看，他们的批评意见显得要

求很高。

总之，日本大学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教育课

程有以下特色：“如何传播”的课程设置是该

吴琦来 普 宏 孟 雷 中日高校培养科学传播人才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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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大学的课程重点，尽管根据培养目标的差

异而设置的具体课程有区别，但每所学校都以

演练类、实习类和成果发表类课程构成了传播

能力培养的系统性教育，也较好地回应了各自

的培养目标，有的学校的技能训练课程显得非

常充实。而关于“为什么要传播”及“传播什

么”的课程都有相应开设。

3 中国科学传播人才培养案例分析
3.1 培养目标的整理分析

如表 3 所示，首先看“大多数大学”类，

大多数学校设置了以“科技传播”、“科技记

者”等作为所在专业的研究方向，而没有以此

类名称设置专门的学科或者专业。这是由于根

据我国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 中没有“科学传播”、“科

技传播”等的条目。“科学传播”只能以一个

研究方向的形式附在作为“一级学科”的“新

闻传播学”及“二级学科”的“传播学”、

“新闻学”之下。因此，其挂靠专业提出的培

养目标一般没有聚焦于“科学传播”或者“科

技传播”人才教育，而是往往涉及广泛的领

域。以 Z 大学为例，某系的三个研究生专业

分别是新闻与传播、传媒管理和文化哲学，其

共同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科技媒体和

科技传播’英才，基于在网络传播、数字媒

体、科学普及、媒体艺术、科技传播、科技新

闻等新兴的学科领域，致力于培养具有卓越的

内容创意设计能力、优秀的平台运营管理能力

以及出众的传播技能的优秀人才。”[8]培养目

标对应的职业方向描述涉及到极其宽泛的领

域。从多年来毕业生去向来看，不少毕业生去

了新华社、 《科学时报》 社、科普产业公司等

专业很“对口”的单位及岗位，但更多的毕业

生则进入与科学传播完全无关的工作岗位。虽

然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教体制中不合理因素的

一种反映，然而我们仍然不得不对此有所思

考，培养目标为什么如此分散和焦点模糊呢。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这是符合国情的选

择，大多数院校本来就没有把以专家与公众

之间的交流为核心内容的狭义的“科学传播”

或说“科技传播”作为教育和研究的重点；国

内整个教育界和科技界对该领域的认同还远

没有达成很高的共识。这可能是“大多数院

校”的培养目标不能聚焦的社会背景。虽然遗

憾，这可能是我们当前的现实。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与科学传播系设定的

总体培养目标为“培养和造就掌握国家科技传

播政策法规、通晓科学和新技术的新闻与科学

传播人才”，该系订立了具体的教学目标，即

在基础理论和基本能力方面，“达到对国际科

学传播发展模式和实践的基本了解和熟悉程

度；达到对中国科学传播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

熟悉程度；对基本的科学传播设计技巧、方法

及评估完全掌握并能应用；在某些领域有自己

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根据自己的特长用独特的

方法进行项目评估；有良好的归纳和总结能力

以及撰写各种策划书的能力。”在研究和工作

能力方面，“能够独立完成某一项大课题中的

独立部分或者小课题的主要任务。能根据社会

需要和研究的需求独立设计硕士论文的研究题

目和内容，同时能够创新地完成研究任务。”[9]

从该系的具体教学培养目标可以看出，培养目

标很明确地聚焦在科学传播和科学传播研究

上，目标设定与东京大学的培养方案部分相

专业名称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开办机构名称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专业名称
（方向）

培养目标

对应职业

中国科学院大学
新闻学与科技传播
培养和造就掌握国家科技传播政策法规、
通晓科学和新技术的新闻与科学传播人才
未具体指出，主要是科学传播和科学传
播研究人才

北京大学
科学传播中心
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新
型科学传播人才
科技记者、从事与科技有关的编辑、写
作人员 （主要以在职者为招生对象）

大多数大学
科技传播、科技记者、科学思想与科技
传播、科学文化与科技传播等。
培养“科技媒体和科技传播”英才 （以 Z
大学为例）
对应多样化职业岗位

表 3 中国科学传播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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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且对“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

“如何传播”都设定了比较具体的要求。

北京大学则是在科学哲学专业学科下设

置“科学传播中心”，培养科学传播方向研究

生。以在职人员如科技记者、科技编辑、电视

科教编导、策划、科技管理人员、科普作家及

其他科普工作者为对象，进行硕士研究生阶段

的教育，以“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科学与社会发

展的新型科学传播人才”为目标[10]。即为与科

学传播相关的在职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

教育目的是明确的，培养目标也锁定在“新型

科学传播人才”上，实质上与早稻田大学的培

养目标很相似。但由于没有具体教学目标，因

此从培养目标上看不出与科学传播三个核心

问题的对应。
3.2 课程设置的整理分析

由于“科学传播”或者“科技传播”的研

究方向依附于各大学相应的一级或二级学科，

“大多数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针对该研究方向

的课程必然削弱，有的往往采取加入一两门

有关科学技术研究、科技传播的课程的方式

来应对，且这些课程有可能是选修课程。总

之，整体上没有设置独立的、与该研究方向相

对应的课程体系。以 Z 大学为例，基础科目

设置了“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

“数字媒体政策与运营”、“媒体产业研究”

等，专业课程设置了“传播观念史”、 野传播

学经典文献阅读”、“现代出版研究”、“新媒

体艺术与科技可视化”、“科学传播理论与实

践”、“传播学伦理与法规”、“健康传播”、

“跨文化传播论”、“科技政策分析”、“传播

政策分析”、“社会心理学”等。其特色在于

重视理论知识学习和涵盖理论知识的广泛性，

而从本研究的分析视角来看，这些理论课程

除“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等个别课程外，其

它并不是为对应科学传播“为什么传播”、

“传播什么”的而设置的。至于“如何传播”，

从课程设置上只有个别课程能体现出来，该

校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往往鼓励学生通

过参与项目、媒体实习或科普企业实习等方

式获取一些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并设法为此

提供各种方便，但这些并不是制度化的课程，

因此可能出现随意性和随机性问题。这也说明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技能训练课程、实践类的

课程的体系化设置是存在困难的。总之，作为

培养狭义的“科学传播”人才的课程体系在

“大多数大学”还远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课程由“新闻学基础”、

“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技术与工程哲学”、

“国际科学传播比较”、“公众理解科学传播”、

“健康传播”、“技术工程传播”、“视觉传

播”、“新媒体传播”、“新闻科学传播实务”、

“科学新闻写作”、“科学信息传播”、“环境

污染传播”、“科幻影视传播和科幻动漫传播”

等构成。与“大多数大学”相比较，他们在

“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

上，都开设了相应课程，并在前两者上有“国

际科学传播比较”、“公众理解科学传播”、

“科学信息传播”、“环境污染传播”等课程从

多个方面进行对应。而从科目的比例和授课形

式上来看，理论教育的比例依然很大，在“如

何传播”上没有形成系统的训练课程，可以说

是更偏向于培养科学传播的研究型人才的课程

体系。

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科学传播

概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史”、“哲

学原理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文化”、“科学与宗

教”、“科技记者”、“科普与新媒体”等。

针对在职人员这一教育对象，该课程结构是

希望加强在职者的理论学习，因此在这一意

义上也是回应了其教育目标的，但从本研究

的视角来看，它们较好地回应了“为什么传

播”、“传播什么”的教学内容，而涉及“如

何传播”的课程很少。

综上所述，从本研究的视角来看，“大多

数大学”的教育虽然集中于理论层面，但对

“为什么传播”和“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

系统、深入的课程体系来对应；而在“如何传

播”上，所有案例几乎都表现为没有形成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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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应的课程体系。

4 结论
通过比较中日两国高校科学传播人才培

养的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浮现出了一些在

两国国内都未被充分注意到的问题。首先，与

中国相比，日本的教育目标和课程有相对明确

的职业定位，以提高实践能力为目的的一系列

课程主要集中于写作、设计、演讲等侧重技术

的层面。科学传播是一项面向多种人群的活

动，除了共通的技术、技能之外，社会心理、

媒体项目运营和管理等相关素养也是必要的。

尤其是科学传播活动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成为

企业经营的范畴，今后的科学传播能力中还

可以包括市场运营等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素

养最终都会关系到“如何传播”的实践能力。

当然，培养目标和课程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

俱到，高校贵在能迅速捕捉住社会需求，提供

相应的教育。

与日本相比，我国“大多数”高校科学传

播教育的培养目标缺乏焦点，培养方案的整体

设计上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向，从本研究提出

的框架看，三板块皆无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来

对应，因此可以说培养科学传播人才的课程体

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其次，在实际传播能力的

训练上，所有高校都表现为课程稀少，更缺乏

从基础技能到实际运用、创作，以及对它们进

行评估的一系列课程安排。上述问题的普遍存

在可能是由于，科学传播工作在中国的职业定

位还很不明确 （日本也存在类似问题），很少

人思考过在中国为什么需要科学传播，哪些

领域亟需科学传播者，传播者需要怎样的基

本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传播什么和怎样传

播等问题。因此，虽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 已经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总的思路和要

求，但在高等教育界、科技界、媒体以及相关

政府部门并未引起实质性的重视，在社会上还

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共识。而从我们的调研来

看，关于科学传播的需求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虽然具体需要和需要程度不同），但真正有传

播意识和思路的人才极少[11]，用原 《科学时

报》 某副总编的话说，科学传播人才是“稀缺

资源”。不是社会没有需要，而是认识没有到

位，使得我们看不见社会需求。我们可以进一

步设问一下，中国科学家需要不需要通过恰当

的科学传播途径去为公众解决一些由科学发

展中的问题 （科学的滥用、误用，对科学不确

定性的不自省等） 而引起的损害公众利益的问

题？中国的科学家是否也需要通过与公众的交

流去了解和获取公众的“地方性知识”？不少

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认为有必要及时将科研内

容和成果向大众传播、交代，但真正在做的却

很少。很多大学教师都认为有必要提高学生的

传播意识和能力，但开设专门课程指导研究生

把硕博论文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则尚未出

现。此外，我们传统科普领域的传播者素质、

能力是否也需要大幅度的提高，等等。认识不

到位与研究不足密切相关。我们需要有丰富的

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基础，才可能确立切实的

培养目标和有实效的课程体系，同时也才能担

负起引领和促进我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

责任。关于课程研究同样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

更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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