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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浙江省大学生科学素养现状展开问卷调查，获取关于浙江省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的第一手

资料。利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性别、年级、专业和院校批次等因素对大学生科学素

养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之间，科学素养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亦大致相

同；而性别、专业、院校批次和大学生的科技态度对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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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

烈，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其

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而较高的国民科学素养

是培养高科技人才重要的社会土壤，决定着国

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

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均将公

众科学素养作为一项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以提

高国民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竞争力。

美国是最早对国民科学素养进行系统研究

的国家之一。1957 年，美国就针对公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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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态度进行抽样调查。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于 1992—2010 年间先后进行了八次全国范围

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

针对不同地区、人群的科学素养进行了广泛的

调查研究。例如，张超和何薇[1]基于 2005 年中

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对影响科学素养的

部分社会背景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科学知识同教育和收入正相关，女性

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为积极。赖小琴[2]对我国

少数民族高中生进行科学素养调查，并利用

量表分析对其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学习兴趣、师生关系与科学素养水平呈正相

关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针对普通公众、

教师、高中生等对象展开，鲜有针对大学生群

体进行系统研究。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

体作为公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素养水

平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

此，本文以浙江省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

查，据此揭示浙江省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现

状，分析影响大学生科学素养的因素，并给出

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1 调查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工具

本文选取浙江高校在读大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鉴于在校大学生已基本年满 18 周岁，

属于公民的范畴，故决定采用 《2010 年全国

公民科学素养调查问卷》 对浙江省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并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将问卷中

被调查信息部分进行了相应调整。
1.2 样本量确定及分配

浙江省在读大学生人数约为 100 万 （取

=100 万）， 为 95%置信水平所对应的抽样概率

度（取 =1.96）， 为最大允许抽样绝对误差（取

=0.05），在总体方差未知的情况下，一般取

为0.25使得 （1- ）最大。样本量计算公式如下：

此外，每层中均采用两阶段抽样，故将设

计效应 定为 2。由于误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为

保证问卷的有效性达到 （取为 91%）。样本量

调整公式为：

根据上述公式，最终确定本项目的样本量

约为 840 份。实际发出问卷 900 份，第一次回

收有效问卷 824 份。由于第一次回收的问卷未

满足样本设计要求，故追加样本 16 份。最终

两次回收的总样本量为 916 份，有效问卷 84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7%。
1.3 抽样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二阶段抽样法。首先，

将高校根据入学批次分为以下三层：本科Ⅰ类

院校、本科Ⅱ类院校和高职类院校。其中本科

Ⅰ类院校为高考第一批、第二批录取的浙江高

等院校，本科Ⅱ类院校为第三批院校，高职类

院校为第四、第五批院校。

其次，针对每一层分别进行二阶段抽样。

第一阶段采用 PPS 抽样法抽取院校样本，具

体抽取的院校如表 1 所示。第二阶段在已抽取

的院校中采用配额抽样抽取学生样本。按研究

需要将各层院校再按专业、性别和年级平均分

配样本量。针对各不同专业授课存在一定的交

叉，参照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1 年）》 中高等教育学科门类的划分情况，

将 12 类学科门类整理分为人文、经管、理工、

医学、艺术等 5 类。年级分为低年级 （大一、

大二）、高年级 （大三、大四）。最终，确定各

层样本量分别为 280 人，且 5 类专业学生样本

量各为 56 人。

2 大学生科学素养现状
调查过程中使用的 《2010 年全国公民科

表 1 样本学校
学校层次

本科Ⅰ类院校

本科Ⅱ类院校

高职类院校

学校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
传媒学院、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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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素养调查问卷》 主要包含被访者信息、被访

者的科技信息来源、被访者对科学的理解以及

被访者的科技态度等 4 个部分。本小节将通过

对这 4 个部分的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以揭示当前浙江省大学生科学素养现状。
2.1 大学生科技信息来源

（1） 关于时事新闻兴趣度的调查其结果见

图 1。由图 1 可见，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新闻话

题是体育与娱乐、新发明和新技术、科学新发

现，其比例分别为 70.5%、74.5%和 75.1%；较

感兴趣的新闻话题为公共安全、节约资源能

源、国际经济发展、文化与教育等新闻，其比

例分别为 65.6%、64.9%、61.4%、60.5%，均

超过了 60%。然而，大学生对生产适用技术和

农业发展等新闻话题的感兴趣程度却明显偏

低，不足 40%。

（2） 关于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调查结果如

图 2 所示，有 84.88%的大学生将因特网作为

首选的获取渠道，而电视 （65.95%） 和报纸

（37.86%） 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3） 对公共场所感兴趣度调查发现，大学

生普遍对有丰富展品的动物馆、水族馆、科技

馆、美术馆等场所感兴趣程度较高。其中，

66.19%的大学生对动物园、水族馆和植物园感

兴趣，对科技馆感兴趣的大学生占 50.1%，对

自然博物馆感兴趣的大学生占 46.9%。而对于

工农业生产园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大

学生的感兴趣程度却相对不高，选择“感兴

趣”的人数占比分别只有 20.65%和 34%。

（4） 关于过去一年里大学生利用科普设施

与否及原因调查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见，有

近 75%的大学生表示去过动物园、水族馆或植

物园，其中 40.6%的学生是自己感兴趣去，

21.4%的学生是陪亲友才去。此外，仅有

21.3%的大学生表示去过工农业生产园区，而

没去过工农业生产园区的大学生中有 25.4%和

23.7%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在哪里”和“不感

兴趣”。

图 1 大学生对各类时事新闻的感兴趣程度

图 2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表 2 被访者利用科普设施与否及原因

去过及原因 没去过及原因
自己感兴趣

40.6%
22.9%
19.2%
39.5%
22.3%
12.7%
44.4%
07.4%
05.8%
13.1%

陪亲友去
21.4%
11.8%
09.9%
09.9%
07.4%
06.5%
09.5%
05.7%
04.8%
04.2%

偶然的机会
13.7%
16.8%
16.9%
19.6%
14.5%
18.1%
14.8%
10.0%
10.7%
12.0%

本地没有
07.0%
13.9%
16.7%
06.5%
12.7%
10.8%
03.8%
14.2%
13.3%
12.7%

门票太贵
5.4%
6.0%
4.2%
1.4%
5.7%
2.5%
1.7%
2.5%
2.7%
2.6%

缺乏展品
0.5%
1.7%
2.1%
1.3%
3.2%
3.7%
2.4%
2.1%
1.8%
1.8%

不知在哪里
05.6%
13.7%
17.9%
08.3%
17.3%
19.3%
08.0%
26.4%
25.4%
21.7%

不感兴趣
03.6%
09.9%
09.4%
10.7%
12.3%
19.4%
11.7%
21.2%
23.7%
19.2%

不知道
02.3%
03.5%
03.8%
02.6%
04.6%
06.9%
03.8%
10.5%
11.8%
12.7%

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
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
自然博物馆
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或展览馆
科普画廊或宣传栏
图书阅览室
科技示范点或科普站
工农业生产园区
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

选项

2.2 大学生对科学的理解程度现状

本问卷中关于被访者对科学理解的调查题
共 30 道，其中有关科学观点的 18 道题的调查

结果见表 3。通过整理计算得到，大学生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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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点调查题的回答正确率达到 65.08%。由

表 3 可见，大部分题目的正确率相对较高，而

个别题目正确率却不足 15%。例如，“母亲的

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含有放射性物质的

牛奶经过煮沸后对人体无害”、“所有的放射

性现象都是人为造成的”等。

表 3 科学观点判断题
选项 （正确答案）

（1） 地心的温度非常高。 （对）
（2） 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 （对）
（3） 母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 （错）
（4） 抗生素能够杀死病毒。 （对）
（5） 数百万年来，我们生活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并将继续漂移。 （对）
（6） 接种疫苗可以治疗多种传染病。 （错）
（7） 最早期的人类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年代。 （错）
（8）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对人体无害。 （错）
（9） 光速比声速快。 （对）
（10） 地球的板块运动会造成地震。 （对）
（11） 乙肝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对）
（12） 植物开什么颜色的花是基因决定的。 （对）
（13） 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错）
（14） 就目前所知，人类是从较早期的动物进化而来的。 （对）
（15） 所有的放射性现象都是人为造成的。 （错）
（16） 激光是由汇聚声波而产生的。 （错）
（17） 电子比原子小。 （对）
（18） 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天。(错)

对
82.14%
72.14%
83.10%
57.38%
91.67%
68.81%
80.00%
74.29%
89.29%
86.90%
59.29%
64.29%
18.81%
79.05%
86.43%
40.95%
58.33%
68.81%

错
13.34%
24.76%
11.90%
32.86%
04.76%
26.43%
12.86%
13.57%
06.90%
10.24%
27.85%
23.81%
78.33%
15.47%
08.09%
32.86%
31.67%
25.71%

不知道
04.52%
03.10%
05.00%
09.76%
03.57%
04.76%
07.14%
12.14%
03.81%
02.86%
12.86%
11.90%
02.86%
05.48%
05.48%
26.19%
10.00%
05.48%

2.3 大学生对科学技术态度现状

2.3.1 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关于大学生对科学技术态度的调查，其结

果见表 4。由表 4 可见，与公众相比，大学生

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为积极。例如，有 90.12%

的学生选择赞成“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

康、更便捷、更舒适”，86.55%的学生选择赞

成“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

癌症等疾病”。而 2010 年全国公众科学素养调

查中这一数据分别为 88.7%和76.9%。
表 4 被访者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选 项

D1（1） 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
D1（2） 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D1（3） 即使没有科学技术，人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D1（4）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
D1（5） 我们过于依靠科学，而忽视了信仰
D2（1） 科学技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
D2（2） 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是好处多于坏处
D2（3） 持续不断的技术应用，最终会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D2（4） 科学家要参与科学传播，让公众了解科学研究的新进展
D2（5）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的自然资源将会用之不竭
D3（1） 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D3（2） 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支持，是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
D3（3） 如果能帮助人类解决健康问题，应该允许科学家用动物（如：狗、猴子）做试验
D3（4） 尽管不能马上产出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
D3（5） 政府应该通过举办听证会等多种途径，让公众更有效地参与科技决策

公众
88.7%
84.5%
22.4%
76.9%
41.3%
32.8%
74.8%
22.6%
70.9%
28.2%
77.6%
75.1%
79.5%
77.0%
72.5%

大学生
90.1%
84.1%
22.3%
86.6%
39.1%
37.1%
85.6%
28.9%
96.2%
14.5%
83.1%
85.4%
69.3%
78.3%
79.4%

赞成率

2.3.2 大学生对职业以及新技术的看法

关于“什么是你心目中声望最好的三个

职业”调查结果如图 3 所示，大学生更倾向

于选择科学家、教师、法官，这与 2010 年公

民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相近。此外，针对选

项“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品种新推出时最有

可能接受的条件”，近 75%的大学生选择了

“政府提倡或国家权威部门认可”，这说明大

周龙权 叶仁道 浙江省大学生科学素养调查分析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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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心目中声望最好的职业

学生相对更信任政府和权威部门对新产品和

新技术的认定。

3 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与科技态度的差异分析
3.1 科学素养水平差异分析

判断被调查者是否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

标准为：在被调查者对科学的理解部分中，4

个科学术语测试题都答对或基本答对，18 个

科学观点问题答对 11 个以上，3 个科学方法

的测试都答对；在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测试中，

对 5 种迷信活动都不相信，并且在追加问题

中没有选“祈求神灵保佑”这一选项[3]。据此

标准统计得到，浙江省大学生具备科学素养

的比例为 13.33%，而 2010 年我国公众具备科

学素养的比例为 3.27%，这说明大学生相比公

众具备更高的科学素养水平。

基于大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本文分

别计算不同大学生群体的科学素养水平得分，

并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不同性别、年级、专

业和院校批次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是否存

在差异。首先，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得到不同

性别大学生之间 t 统计量相应伴随概率 （p-

值） 小于 0.001，而不同年级大学生之间 t 统

计量相应 p- 值为 0.632。故认为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

有显著差异，而高年级和低年级大学生之间

科学素养并无显著差异。

其次，针对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是否存

在专业与院校批次的差异，先利用方差分析对

其进行分析。通过 SPSS17.0 计算得到不同专

业和院校批次大学生方差分析的 F 检验值相

应 p- 值均小于 0.001，故认为在 5%显著性水

平下，不同专业和院校批次大学生之间科学素

养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利用 LSD 方法对

不同专业和院校批次大学生之间科学素养水

平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由 LSD 检验结果得到，

理工类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高于人文、经管

和艺术类大学生；而理工类大学生和医学类大

学生之间科学素养无显著差异，人文和经管类

大学生亦无显著差异。此外，本科Ⅰ类院校大

学生科学素养显著高于高职类院校，而本科Ⅰ

类院校与本科Ⅱ类院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3.2 科技态度影响分析

针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调查结果，本文

利用李克特量表计算大学生的科技态度得分，

并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和院

校批次大学生的科技态度差异。基于量表分

析结果，首先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

和年级大学生的科技态度进行分析，得到不

同性别与不同年级大学生 t 检验相应的 p- 值

分别为 0.988 和 0.841。故认为在 5%的显著性

水平下，大学生科技态度并不存在性别与年

级的差异。

其次，利用方差分析对大学生科技态度是

否存在专业与院校批次的差异进行检验。由方

差分析结果得到，不同专业与不同批次大学生

F 检验相应的 p- 值均小于 0.001，故认为不同

专业和批次的大学生科技态度存在显著不同。

进一步，利用 LSD 方法对其进行多重比较分

析。由 LSD 检验结果得到，理工与医学类专

业学生的科技态度并无显著差异，艺术和经管

类学生科技态度亦无显著差异，但是理工、医

学和人文类大学生对科技的态度比经管、艺术

类大学生更加积极。此外，本科Ⅰ类院校、本

科Ⅱ类院校和专职类院校两两之间 LSD 检验

相应 p- 值均小于 0.05，故认为本科Ⅰ类院校、

本科Ⅱ类院校和高职类院校间的科技态度存

在显著差异。

4 大学生科学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讨论，本小节利用多元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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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性别、年级、专业、院校批次和科学

态度对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的影响。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1）

其中 表示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 为待

估参数， 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正态分布，

表示科学态度得分。此外， 时表示高年

级，否则表示低年级； 表示男性，否则

表示女性； 表示高职院校，否则表示其

他批次院校； 表示本科Ⅰ类院校，否则

表示其他批次院校。 表示人文专业，

表示理工专业， 表示医学专业，

表示经管专业，否则表示其他专业。

通过 SPSS17.0 采用逐步法筛选变量，最

终得出多元回归模型为：

（2）

t=10.334 7.484 3.757 2.103 4.247 2.843

(0.000) (0.000) (0.000) (0.036) (0.000) (0.005)

F=23.37 =0.123 DW=1.822

由上可见，F=23.37，说明多元回归模型

显著。各回归系数的 t 值相应 p- 值均小于

0.05，这说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科技态

度、性别、理工类专业、医学类专业和本科Ⅰ

类院校对大学生科学素养的影响显著。而年

级、人文专业和经管专业等变量被剔除，这说

明这些因素对大学生科学素养影响不显著。

由回归结果得出，大学生的科技态度与科

学素养水平呈正相关，且大学生的科技态度得

分每提高 1 分，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将提高

0.164 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大学

生要比女大学生科学素养高 1.068 分；Ⅰ类本

科学生要比其他批次学生高 0.644 分；而理工

类大学生要比其他专业大学生高 1.569 分；医

学类大学生要比其他专业大学生高 1.057 分。

5 结论
当前浙江省大学生具备科学素养水平的

比例为 13.33%，总体高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

而影响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科学

态度、性别、院校批次和专业等因素。在大学

生群体中，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基

本没有差异；男性比女性科学素养更高；本科

Ⅰ类院校大学生比高职类院校大学生科学素养

水平更高；与经管、艺术类大学生相比，医学

与理工类大学生科学素养更高。此外，大学生

群体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普遍较为积极。不同性

别、年级大学生对科技的态度无显著差异。但

不同专业、院校批次大学生对科技的态度差异

显著。其中，与经管、艺术类大学生相比，理

工与医学类大学生对科学技术态度更积极，而

与高职大学生相比，本科院校大学生对科学技

术的态度更积极。

调查发现，与工农业生产园区等科普场

所相比，大学生对科技馆、水族馆、动物园

等集教育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场所更感兴趣；

与农业发展等新闻相比，大学生更关心的是

体育娱乐、科学新发现和国家经济发展等新

闻，而网络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获取这些信

息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与公众调查结果对

比发现，科学家和教师也是大学生心目中声

望最高的职业。

6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加大在高校中科普宣传力度，尤其是增加

在高职类院校中的宣传。让科技走进校园，在

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生活区等学生密集区

展开宣传，增加趣味性的科普宣传，采取有奖

竞答等形式吸引大学生的积极参与。通过积极

引导，激发大学生对科学的热情，提高对科学

技术的认知，让大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深的了

解。人文、经管和艺术类大学生科学素养水平

相对较低，主要因为人文社科类专业特性造成

的。故建议高校开设更多自然学科的通识课程

以供选修，尤其是针对人文、经管、艺术类专

业的大学生，让学生博采众长，吸收更多除了

自身专业以外的科学知识，真正在课堂上实现

科普的目的。

 0 1 1 2 2 3 3 8 8 9 9y β β x β D β D β D β D ε=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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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网络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

这一现状，本文建议在各大门户网站和主流

媒体加大科技相关新闻的报道，对各类伪科

学现象进行及时辟谣。增加科技类专栏对大

学生较为关心的新闻进行科普宣传。比如，

针对目前争议较大的转基因食品进行相关专

题科普。此外，增加科技馆、博物馆等场所

的展品，同时在节假日免费开放此类科普场

所，此举将吸引更多大学生甚至普通公众积

极地参与到科普活动中，这对提高大学生科

学素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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