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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是对“科学”认知的一部分，同时，影响到中小学生未来成为科学家

的意愿。本文通过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显示出科学教育与媒体对科学家的形象传播所造

成的影响；体现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学的理解；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学家的尊崇程度；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

学家的社会地位及科学家正面和负面的形象认识；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学家的形象与他们未来择业的态度的

影响，并提出科学传播与科学家形象建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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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形象是“科学”形象的重要组成部

分，公众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直接影响公众对

“科学”形象的认知。科学家形象并不是个新

兴的话题，就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最早关于

科学家形象的研究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

国。20 世纪 50 年代末，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

星 Sputnik 发射成功。这引发了美国人对科学

技术教育、科学技术实力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

的支持程度的担忧。在国际争霸的压力下，美

国人开始担心能否再在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取

胜，开始重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国民的科

学素养。研究者 Mead 和 Metraux （1957） [1]对

美国超过 35 000 名高中生进行了三种形式的

问卷调查，以明确美国高中生究竟怎样看待科

学和科学家。随后青少年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

作为评测科学共同体、媒体、教育家、学生等

诸关系的重要指标体系，在世界各国相继开

展。科学家形象测试方法包括半开放问题、李

克特量表、绘画测试 （DAST） 等。

中国学界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起步

很晚，研究领域包括：特定群体眼中的科学家

形象、大众媒体中的科学家形象、性别视角下

的科学家形象以及科学家形象的研究方法。具

体的论文如：伍新春和季娇的 《科学家刻板印

象：研究与启示》 （2012) [2 ]、蔡雨坤的 《科

学传播中的性别视角：论大众媒介对女科学

家形象的建构》 （2013） [3]、李娜的 《居里夫

人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及性别研究》 （2008） [4]

等。赵蕾和刘兵的 《科学家肖像画与科学传播

研究》 [5]充分注意到了科学家肖像画这一经常

在中小学使用的视觉媒介，对学生形成关于

科学和科学家的认知的重要作用。王坎的硕士

论文 《电视商业广告中的科学家形象》 [6]在认

识到广告这一媒介的特殊性 （重复性高、煽动

性强、具有一定强迫性） 的基础上，选择了一

定数量的电视广告，对其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

了研究，指出了广告中的科学家形象与大众眼

中刻板印象的差异性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从

中国本土视角进行的研究，如王瀚东、胡西伟

和张卓的 《科学家形象的媒体解构———以“烟

草院士”新闻之争为例》 （2012） [7]，现在以

2011 年末网络舆论大热的“烟草院士”为例，

分析了在这一事件中媒体的反应和舆论的变

化，进而从历史的角度勾勒了两院院士的制度

沿革和媒体形象，最后反思了中国关于科学的

历史文本。以上所列文献表明，国内已充分认

识到科学家形象这一议题的重要性，研究视角

已相当多样，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研究。本研究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北京地区中小学

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分析科学教

育与媒体对科学家的形象传播所造成的影响；

体现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学的理解；不同年龄

段学生对科学家的尊崇程度；不同年龄段学生

对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科学家正面和负面的形

象认识；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科学家的形象与他

们未来择业的态度的影响等，以及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

1 DAST （Draw-a-Scientist-Test） 体系、

李克特量表及样本选择
1.1 DAST 体系

DAST 体系是 Chambers （1983） [8]从心理

学中借用的方法。Chambers （1983） 在 把

DAST 用于研究科学家形象时，为了分析图画

符号，制定了 7 类编码指标，分别是：实验

服、眼镜、面部毛发 / 发型 （长胡须、白头发

等）、研究符号 （实验室设备、仪器等）、知识

符号 （书籍、书柜等）、科技符号 （电脑、触

控板等）、标注说明 （科学家职务等） 等。

Chambers 最早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儿童心目中
科学家形象的研究，简单地说就是“画一幅科

学家的画”，然后结合制定的 7 类编码指标，

分析儿童心目中科学家形象的刻板程度[9]。
此后很多研究者都采用 DAST 体系，对学

生的图画进行了分析。如美国的 Fort 和 Varney

（1989） 和 Parsons （1997）； 澳 大 利 亚 的

Schibeci、Sorenson （1983） 和 Jackson （1992）；
爱尔兰的 Maoldomhnaigh 和 Hunt （1988）；英

国的 Ward、Newton 和 Newton （1992 和1998）；

韩国的 So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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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有过相关的 DAST

研究，台湾研究者 She、Hsiao-Ching 曾经在

1995 年和 1998 年对台湾的学生进行了研究。

香港公开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vonne Y. H.Fung 最近几年也对香港

675 名学生进行了 DAST 测试研究。在中国内

地，东南大学硕士生张杨在自己的硕士论文

《关于小学生和初中生对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

调查和研究》 中采用了 DAST 的测试方法进行

研究。

DAST 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它的测试方法及

评估方式的不完善，这会对科学家形象研究

产生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学生的绘画

内容不能全面反映学生对科学家的印象，二

是评估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学生的绘画内容。

首先，由于 DAST 在测试方法上的不完善，它

限制了学生的绘画内容，进而影响了研究结

果。William (1995)认为，学生的绘画可能更多

的是从现有条件出发，如所给的绘画用品、学

生的绘画能力等，而非完全基于自己头脑中的

印象[10]。

DAST 测试方法对被测者的绘画能力有较

高的要求，美国及欧洲学生的绘画能力较强，

可以通过描绘的方式勾勒出科学家的基本形

象图式，所以，DAST 的测试方法在欧美较为

适用。而中国的学生不一定能通过图画的方

式完整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来，

因此，本研究采用更符合中国教育模式的问

卷方式，通过已经设立好的内容和开放式问

题相结合的方式，试图探讨出青少年心目中

的科学家形象，本研究也是对国际通用的

DAST 的测试方法的有力补充和佐证。

科学家形象不单指科学家的外貌特征，还包

含科学家的生活状态、工作情况及人格特征[11]。

本研究在 DAST 体系基础上，又增加了个人气

质形象、科学家工作状态等相关的指标。科学

家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影响到青少年

今后成为科学家的意愿，因此选择科学作为自

己职业生涯的比例也能佐证科学家在青少年

心目中的形象。

1.2 李克特量表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又称总加量表,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R. A. Likert) 于 1932

年首先提出,并因此而得名。李克特量表是社

会调查和心理测验等领域中最常使用的一种

态度量表形式，这种量表由一组与主题相关的

问题或陈述组成，用来表明被调查者对某一事

物的态度、看法、评价或意向。实际应用中通

常采用 5 级量表形式，即对量表中每一题目均

给出表示态度积极程度的 5 种备选评语答案，

并给出类似“很同意”、“不同意”、“说不

准”、“同意”、“非常同意”等 5 种答案。通

过数据分析可得出态度总分,它反映了被调查

者对某事物或主题的综合态度,量表总分越高，

说明被调查者对某事物或主题的态度越积极。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分析中小学生成

为科学家的意愿以及这种意愿出现的原因。
1.3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市的城乡中小学校共 7

所，其中石景山区小学一所、朝阳区小学一

所、海淀区中学一所、石景山区中学一所、东

城区中学一所、怀柔区小学和中学各一所。在

以上的 6 所中小学 10-18 岁青少年中，共发放

问卷 477 份，收回问卷 477 份，其中有效问卷

350 份，中学生 170 份，小学生 180 份，有效

问卷占总数的 73.38%，中小学生样本量相当。

2北京地区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
2.1 科学家形象及工作描绘比较

在 21 个包含各类信息的词汇中，被访者

可以选择出和自己心目中科学家形象相符的

词汇。图 1、图 2、图 3、图 4 分别是小学、

中学组科学家形象的词频。

小学组中选择最多的词频是“实验室”，

该指标设定是对科学家工作环境的描述，是科

学家外貌特征的附加描述，同时，也起到印证

DAST 的测试的作用。 从小学组选择“实验

室”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在有意无意的科学家

形象的传播中，科学家经常是被描绘在实验室

的工作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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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学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二）

在与科学家的谈吐相关的词汇中，小学组

选择“幽默风趣”的占 64.71%、“不善言谈”

的占 8.82%。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参与针对学

生的科普活动的科学家的选择有关，一般情

况下，不论是何种科普形式，组织方都会设法

寻找一些口才较好、语言表述能力强的科学家

参与，由于这些科学家长期的潜移默化，使得

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大都是“幽默风趣”的。

小学组词频第三位是“男性”，科学家中

男性比例高，媒体中的科学家形象男性比例高

及参与科普的男性工作者比较多，是男性性别

比例高的重要原因。

由图 1、图 2 的数据可以看出小学组青少

年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是：戴着眼镜的男性在

实验室里忙碌，对科学家工作的认识是“艰苦

努力”，对科学家的口才认识是“幽默风趣”。

中学组中选择最多的词频 “艰苦努力”

占 87.95%，与之相对的“轻松自由”选择的

人数是 31.33%，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学生

对科学家工作的理解，是艰苦而需要付出一

定努力才能有所收获的。

选择第二位的词频是“实验室”，与小学

组词频排序相同。

在科学家形象的性别中，选择“男性”的

占 72.29%，而选择“女性”的只占 30.12%，

说明在中学生心目中，科学家的性别也以男性

居多。

“通宵工作”是中学组词频选择第四位，

该词频是科学家工作状态的表述，可见在中学

生的心目中科学家工作强度较大。

词频第五位是“戴眼镜”，该词频在小学

组与中学组都出现在词频前五位，由此可见在

青少年心目中，戴眼镜是科学家群体比较突出

的特征。

据图 3、图 4 得出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

形象是：戴着眼镜的男性在实验室里忙碌，对

科学家工作的认识是“通宵工作、艰苦努力”。

据此，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有

“同”有“异”。相同的部分包括：“实验室”、

“男性”、“戴眼镜”。这是 DAST 测试方法在

世界各国的测试中得出的基本相同的指标，是

科学家形象中的“刻板印象”。

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最大的不同

表现在对科学家工作辛苦程度的认识，小学组

图 1 小学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 （一）

图 2 小学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二）

图 3 中学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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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中，“艰苦努力”排在第四位，且表示

同意的只有 57.84%。而在中学组的数据中

“艰苦努力”排在词频第一位，87.95%表示同

意。同时，在中学组的数据中“通宵工作”排

在第四位，66.27%表示同意。中学组对于科

学家的口才关注度明显弱于小学组。

2.2 成为科学家的意愿比较

在是否愿意成为科学家的问题上，小学生

和中学生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所调查

的小学生中，61.76%有意愿成为科学家 （见

图 5），而中学生只有 26.51% （见图 6）。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复杂，其中与学生获

取科学家事迹的渠道相关。小学阶段的学生获

取科学家事迹渠道的前三项是看电视、课本、

老师讲的 （见图 7）。电视媒体，由于其娱乐

化的形式特点，不适用于传播严肃的、令人思

考的观点。电视节目中针对小学生的纪实类科

学节目更少，科学家形象主要通过动画片、广

告等获取。动画片中科学大多是以技术出现

的，比如各种新式武器、铠甲等；科学家形象

是老者或者英雄的形象，常常是以救赎者的

形象出现。这样的科学家形象是力量型的，学

生会产生英雄式的崇拜。

广告中的科学家形象，因其商业性质为了

吸引眼球，常会使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新的

科技名词，以及无法检验的科学论断，这种

“民科”气质的科学家形象是广告商利用社会

语境下受众对于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通过

塑造类似科学家形象的手法广告商对于受众

的一种误导，并且这种误导具备很强的隐蔽

性，电视广告中这种“民科式”的科学家形

象，富有表演及煽动性，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影

响较大。

在中学生组中，获取科学家形象的渠道课

外书排名第一 （见图 8）。与电视相比，书籍

提供更为严肃与深入的学习，较为深刻的科学

知识、科学家事迹、科学家传记等内容更适合

书籍这种载体，书籍中的科学家形象与电视中

娱乐化、“民科”气质的科学家相比，更为丰

满。同时，随着学生阅读能力、理解力和学习

能力的增强，媒体中扁平的科学家形象会受到

质疑。

2.3 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分析

本研究设置了 4 个选项，用 5 级量表的方

式探讨中小学生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从图

9、图 10 中可以看出，在后三个选项中，中小

学生的意见大致相同。但是在第一选项“当科

学家太累”中，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出现了较大

差异的表述。小学组表述非常同意与同意两级

的人数为 33.33%，中学组为 57.38%。

图 5 小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

图 6 中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

图 7 获得科学家形象的渠道（小学组）

图 8 中学生获得科学家形象的渠道

张 楠 詹 琰 北京地区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研究论文

15



2014 年12月 第 9卷 总第 5猿期6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媒体

和教科书中对于科学发现过程的辉格史式的

描述有关。在媒体的描述中科学发现很多都是

“灵光一闪”的方式。在展示科学家重大发现

时，往往都是先展现科学家冥思苦想的画面，

然后恍然大悟，紧接着露出惊喜的笑容，这样

的表现形式错误地将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

化为瞬时的灵感与机遇。其实这样的表现方

式在学校教材和大众媒体上，一直流传着类

似的故事，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凯库勒

的梦，科学发现的过程不仅被异化为简单的思

维冲动，甚至被迷信或演义[12]。科学及科学事

业被崇高化和简单化，这种扁平的科学家形

象对小学阶段的学生影响力较大，同时影响到

小学生对科学工作的正确理解。

随着年龄增长，理解力的增强及阅读能力

的增强，到中学阶段，学生对媒体的盲从逐渐

减少而独立思考增多。学校功课不断的深入，

中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比小学生更加丰满。

从图 1、图 2、图 3、图 4 中小学生心目

中科学家形象的词频选择也可以看出，中学

组对科学家工作的认知中“艰苦努力”、“通

宵工作”分列第一、第四位。不选择科学家的

理由“科学家太累”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

形象的认知有直接关系。

3 青少年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与科学传播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北京地区中小学生

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是：戴着眼镜的男性在实

验室里忙碌。小学生对科学家工作的认识是

“艰苦努力”，对科学家的口才认识是“幽默风

趣”；中学生对科学家工作的认识是“通宵工

作、艰苦努力”。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

象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对科学家工作辛苦程度

的认识，小学组的数据中，“艰苦努力”排在

第四位，且表示同意的只有 57.84%。而在中

学组的数据中“艰苦努力”排在词频第一位，

87.95%表示同意。同时，在中学组的数据中

“通宵工作”排在第四位，66.27%表示同意。

中学组对于科学家的口才关注度明显弱于小

学组。

在是否愿意成为科学家的问题上，小学生

和中学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差异，61.76%的

小学生有意愿成为科学家，而中学生只有

26.51%。不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中，“当

科学家太累”的选项，两个年龄段的学生也出

现了较大差异的表述。小学组表述非常同意与

同 意 两 级 的 人 数 为 33.33% ， 中 学 组 为

57.38%。可见中学生不愿意成为科学家与

“当科学家太累”等认知相关。

对于青少年受众群体，其心目中的科学家

形象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于科学体系的

认同、科学技术的学习兴趣以及未来从事科学
相关职业的择业意愿。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青少年学生所认知的科学家形象总体上较

为刻板[13]，本研究也再次证明刻板印象的存

在。青少年群体对于科学家形象的构建，一方

面受到学校教育过程中教科书和课堂等科学
内容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大众媒体对于科学家

和科学相关信息的传播密不可分。
小学生与中学生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

受媒体影响程度上会有差异，两组学生心目中
科学家形象在总体刻板的基础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这种差异显著地表现在对科学家工作

图 9 不想当科学家的原因（小学组）

图 10 不想当科学家的原因（中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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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上，并由此形成成为科学家的意愿的差

异性。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五四时期大肆引进的

外来物，自引进之初就有着高高在上的救世

主般的神圣地位。科学被神化，公众缺少对科

学家的有效接触，再加上相对较低的科学素

养，可以说，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科学、

科学家更加缺乏理解。传统科普倾向于塑造

“高大全”的科学家形象[14]，这是由于特定时

期多方面因素影响所造成的。传统科普长久

以来将科学家形象神圣化的这种做法，导致

青少年对于科学家群体普遍采取仰视的态度。

教科书及媒体对科学家的工作有所夸张，比

如科学家的工作非常艰苦，彻夜工作等等。同

时，又会对科学家的工作贡献过度宣传，比

如：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等等。还对科学

家的个人品质做出高于常人的诠释，比如：抱

病工作，为了科研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这种

传统科普宣传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在小学生群

体中会迅速产生“英雄”式的形象，但这种崇

拜是较为盲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认知能力

的增强，这种不符合当下语态模式的科学家形

象会让青少年质疑。此外，媒体中大量同质

化、刻板化科学家形象的反复出现，加深中小

学生与科学家之间的心里距离，弱化了中小学

生对科学家的认同程度，可能会影响青少年职

业兴趣。

中小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存在如此大

的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科学传播的过程中

缺少对于真实科学家形象的全面构建。

在当前媒介环境下，真实全面地建构科学

家形象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不神圣化科学

家形象；第二，不“妖魔化”科学家的工作；

第三，尽量消减青少年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在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科学主义”观念下，随着

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巨大的生产力

作用，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公众普遍

对科学持有一种仰视的姿态。“科学”成为信

仰，“科学家”成为“偶像”。长期以来媒体

对科学的负面影响报道不足，对科学工作是在

不断证伪的过程中探索报道不足。在当代科学

的弊端日益暴露，科学家公信力下降的舆论语

境下，科学、科学家从被迷信的高位瞬间跌落、

被瓦解成一地碎片，中国公众也许会面临比西

方公众更大的“震颤”。只有全面真实的报道科

学的多面性，才能使“科学家”这个职业成为

没有神圣光环的职业，才能使科学家成为有血

有肉，有情感的真实的人。同时，媒体消减科

学家的男性特征、实验室背景等同质化印象，

也是建构全面丰富科学家形象的一部分。

在科学教育中，应加强科学文化的教育。

当下的科学教育包括科普场馆的教育都以灌

输科学知识为主，这会让学生产生科学探索等

同于科学知识学习的“幻觉”。认知方式的偏

差，对学生，特别是课内知识学习已经很沉重

的中学生望而却步。因此，科学教育应从科学

知识灌输转变为科学文化教育，让学生区分科

学和“技术”、“知识”。了解科学研究不等同

于“艰苦努力”“通宵工作”的学习知识。科

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是一套探索自然的知

识体系 （但并非唯一的体系），科学的乐趣在

于系统地认识和了解自然。让学生了解科学史

中的故事、科学史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学生了

解科学的正负面效应。科学幻想也是科学文化

中重要的部分，应鼓励学生多读优秀的科幻作

品，当今的科幻小说，重要的不是传播传统的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是作为作者科学立场

的代言向公众传播着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其

中与科学联系最直接也最紧密的体现就是科

学观。科学观不仅是个体的，同时还是集体意

识的反映，是时代对于科学的理解、态度的外

化展。阅读科幻作品不仅能帮助学生建立符合

时代的科学观，还能够帮助学生对科学产生兴

趣，有利于学生发挥对科学的无限想象。

最后，关于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理论、方法

等学术讨论也应该加强。了解受众眼中的科学

家形象、探究其产生的原因、为相关决策提供

依据。中国对“科学家形象”的研究才刚刚起

步，面对国外业已成熟的方法、理论，我们需

要在充分考虑到中国特殊语境的前提下，从科

张 楠 詹 琰 北京地区中小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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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形象的研究方法、对有关文献的研究开

始，到科学家形象与媒体关系，特定群体心目

中的科学家形象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只有明确了公众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才能

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传播，才能保证青少年

对科学的兴趣，才能使科学健康发展。展示真

实、全面的科学家形象，才是发展科学家后继

人才队伍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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