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 06 期窑总第 059 期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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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how to develop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becomes the focu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reer research. This paper used text analysis method，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d inductive analysis method，summarizing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cale method and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17.0，We got the qual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then
constructed the qualities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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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培养科技传播人才、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何种素质和能力，成为了科技传播专

业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和归纳分析法，对科技传播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内容

进行归纳提炼和统计分析，得出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通过问卷调研进行量表的开发，借助 SPSS17.0 统计软件

的因子分析法对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进行探索性研究与分析，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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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是科学技术知识由复杂理论转

化为社会大众可接受、可理解知识的重要手

段和重要方式，其中科技传播人员在这一过程

中起到了纽带和桥梁作用[1]。 《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指出“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人才资源”，人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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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提高民众科学素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科技传播人员是科技传播的基

石，只有拥有良好素质的传播人员，才能保证

良好的传播效果。新媒体环境下不仅要求科技

传播人员掌握传播学知识，还要求其掌握和了

解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新技术、新媒体的操

作运用知识以及传播规律[2]。传统科技传播人

员所具有的素质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科技传

播的需求，难以适应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变

化，为了有效促进科技传播，必须提高科技传

播人员素质、培养相应的科技传播人才[3]。基

于此，本文对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应

该具有何种素质进行了研究，构建了新媒体

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以期为高

校培养相应的科技传播类人才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依据。

“科技传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

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科技知识、

科技手段、科学研究成果等；二是运用最新的

科技成果和前沿的技术手段从事传播工作，如

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应用等。对应的科技传播

人才，也就是培养从事这两个层面工作的优秀

工作者和行业领军人物为目标。新媒体环境下

科技传播人才涉及的工作者种类非常多，既然

是“人才”，本文就将科技传播人才视为“高
端、专门”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人才，其区别
于普通的讲解员、兼职作家等，具有自身的一
些特征。

1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维
度分析与指标选取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培养科技传播人
才、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何种素质和能力，
成为了科技传播专业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目前，关于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的研究还刚起

步，相关的研究还不太多，大多数的研究都是

从社会目前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传播专业的教

学宗旨以及就业等层面考虑和探讨的[4]，缺乏

从新媒体这一时代环境出发进行的研究，没

有考虑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

何种素质和能力，思考如何帮助科技传播专业

培养具有良好素质和能力的科技传播人才，以

期为科技传播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益的

参考和借鉴。鉴于此，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和

专家访谈的方法，概括提炼出新媒体环境下科

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的素质维度。
1.1 素质模型维度界定

确定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

的素质维度，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高校科

技传播专业培养出来的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

有哪些知识和技能；二是为了胜任科技传播

工作，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技能

有哪些。

为了保证选取素质维度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运用文献调研法，从知网中搜集了 36 篇

关于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

体环境下科技人才素质的研究文献，根据核心

关键词搜索，样本文献中出现的素质维度如表

1 所示。

知识结构素质是指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

的知识储备，如社会学知识、传播学知识、数

理化知识、计算机知识等，在检索的 36 篇文

献中，提及知识结构素质的有 32 篇，所占的

比例为 88.9%。业务能力素质是指科技传播人

才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具有的能力，如资料分析

能力、事务处理能力、决策能力、调研能力

等，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业务能力素

质的有 30 篇，所占的比例为 83.3%。创新意

识素质是指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应该

有打破传统、敢于创新的能力，如科技传播人

才具有创新热情、创新的理想和信念等，在检

表 1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文献分析

统计表

序号 素质维度 频次 样本量 频次比率

1 知识结构素质 32 36 88.9%

2 业务能力素质 30 36 83.3%

3 创新意识素质 28 36 77.8%

4 创新人格素质 27 36 75.0%

5 沟通能力素质 25 36 69.4%

6 职业道德素质 22 36 61.1%

7 管理能力素质 20 36 55.6%

8 政治素质 20 36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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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创新意识素质的有 28

篇，所占的比例为 77.8%。创新人格素质是指

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何种人格特征，如科

技传播人才具有创新气质、敢于创新的自信

心和具有创新性格等[5]，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

中，创新人格素质的有 27 篇，所占的比例为

75.0%。沟通能力素质是指科技传播人才在进

行科技传播时需要与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

为此，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如熟知沟通技巧和沟通方式等，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沟通能力素质的有 25 篇，

所占的比例为 69.4%。职业道德素质是指科技

传播人才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如准确无误

地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具备提高人民科学文

化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等，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职业道德素质的有 22 篇，所

占的比例为 61.1%。管理能力素质是指科技传

播人才应该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如现场管

理能力等，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管理

能力素质的有 20 篇，所占的比例为 55.6%。

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科技传播人才进行的科

技传播仍然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科技传

播人才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素质。在检索的

36 篇文献中，提及政治素质的有 20 篇，所占

的比例为 55.6%。实际上，创新意识和创新人

格素质强调的都是科技传播人才应该要具备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基于此，可将两者合并

成一个素质维度，即学习与创新素质。沟通能

力素质和管理能力素质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

人才应该具有的业务素质之一，可以将其合

并到专业业务素质维度中。

其次，运用专家访谈法，通过访谈了解专

家心目中新媒体环境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

何种特征。访谈的专家共有 10 人，主要来自

于部分开设科技传播专业的高校 （如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访谈 2 人）、部分科

技类新闻媒体 （安徽电视台科教频道，访谈 3

人）、部分科技场馆 （如合肥科技馆、安徽省

博物馆，访谈 3 人）、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

究中心 （访谈 2 人） 等。在访谈前，针对访谈

的目的，可以拟定出访谈提纲和访谈记录表。

访谈提纲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信

息，包括访谈对象、受访者的工作领域、工作

机构、职位、访谈的时间、地点、访谈记录人

等。第二部分是访谈说明，包括进行访谈前的

开场白、访谈人的自我介绍等，介绍访谈的目

的，如本次访谈服务于“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

播人才素质模型建构与高校创新培养研究”课

题，通过与您的交谈提取优秀的科技传播工作

者需要具备哪些关键的自身素质要素，构建科

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用以指导高校培养科

技传播专业人才的教育实践；介绍访谈形式，

如本次访谈主要通过面谈的方式，结合您自己

的工作实践以及您的期望和判断，从中提取出

您认为从事科技传播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

思维、动机以及工作最后达到的效果等；最后

是对访谈保密性的说明，如指出对于访谈中所

涉及的所有信息资料仅作为课题整体分析素

材，不会作为个人案例进行描述，在此向您做

出承诺，敬请放心，感谢您给予理解和支持

等。第三部分是正式访谈，要求受访者介绍其

教育经历以及相关学习经验，对科技传播人才

素质的看法和认识等，对高校培养科技传播专

业人才有何看法或建议等。最后一部分是结束

访谈，访谈者要向受访者表示感谢，期待后期

能够继续与受访者开展研究合作。

由访谈结果可知，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在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除了需要基本

的传播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

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新媒体等方面的知识；

同时他们也比较看重科技传播人才自身的一

些品质特征，如钻研精神、创新精神、良好

表 2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访谈分析

统计表

序号 素质维度 频次 样本量 频次比率

1 专业知识素质 10 10 100%

2 新媒体知识素质 8 10 80%

3 创新精神 8 10 80%

4 职业道德素质 7 10 70%

5 沟通协作素质 6 10 60%

6 政治道德素质 5 10 50%

7 科学素质 5 10 50%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建构研究 掖掖掖 曹晔华 周荣庭 / 研究论文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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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素质和提升全面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的

社会使命感[6]，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等。表 2

中归纳了通过专家访谈了解到的科技传播人才

素质维度。

通过表 2 可知，在访谈 10 人中，大家都

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的专业知识素质，频率

达到了 100%。在访谈的 10 人中，共有 8 人

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一定的新媒体

知识素质，比例为 80%。在访谈的 10 人中，

共有 8 人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一定的

创新精神，比例为 80%。在访谈的 10 人中，

共有 7 人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一定

的职业道德素质，比例为 70%。在访谈的 10

人中，共有 6 人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应该具

有一定的沟通协作素质，比例为 60%。在访

谈的 10 人中，共有 5 人提到了科技传播人才

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素质，比例为

50%。在访谈的 10 人中，共有 5 人提到了科

技传播人才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素质，比例

为 50%。

结合文本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可知，新媒

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具有的素质较为广泛，

包括知识结构素质、业务素质、政治素质、道

德素质、创新素质等。为了科学合理地总结归

纳出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具有的素质

维度，我们综合文本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的

研究结论，提炼出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

素质、知识结构素质、专业业务素质、学习与

创新素质六大模块对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

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维度进行划分，并从这

六大模块展开研究，进一步细分新媒体环境

下科技传播人才应具备的具体素质要求 （素

质维度指标），从而进一步探讨和构建新媒体

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模型。
1.2 素质模型维度指标选取

细分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

度，旨在确定具体的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指标

内容。结合文本分析法，采用关键词统计分析

的方法来确定具体的指标[7]。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科普人才素质和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才素质的研究文献，然

后分别输入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素质、

知识结构素质、专业业务素质、学习与创新素

质作为关键词，对文献中素质指标进行统计和

归类，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 政治素质维度

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

体环境下科技人才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

涉及科技传播人才政治素质维度的文献共计

有 20 篇，所占的比例为 55.6%。参考这 20 篇

涉及政治素质维度的文献，根据核心关键词统

计分析法，文献中出现的政治素质维度指标内

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如表 3 所示。

根据这一统计，可以将政治素质维度的指

标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责任感、政治意

识、政治倾向、政治敏感。

（2） 道德素质维度

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

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才素

质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涉及科技传播人才道

德素质维度的文献共计有 22 篇，所占的比例

为 61.1%。参考这 22 篇涉及道德素质维度的

文献，根据核心关键词统计分析法，文献中出

现的道德素质维度指标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

方面，如表 4 所示。

表 3 政治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维度指标 频次 样本量 频次比率

1 政治倾向性 18 20 90%

2 政治敏感性 16 20 80%

3 使命感 15 20 75%

4 政治意识 12 20 60%

5 政治态度 10 20 50%

表 4 道德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素质维度 频次 样本量 频次比率

1 专业知识素质 10 10 100%

2 新媒体知识素质 8 10 80%

3 创新精神 8 10 80%

4 职业道德素质 7 10 70%

5 沟通协作素质 6 10 60%

6 政治道德素质 5 1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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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道德识别和道德认知含义较为

接近，但道德识别的内涵更为丰富，道德判断

可以认为是道德分析中的一个环节，道德选择

则是道德处理的显像化，道德识别、分析和处

理则相对完整地构成了科技传播者所应具备

的道德素质。

（3） 科学素质维度

本文认为科技传播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区

别于一般社会生活性的公民科学素养和意识

层面的文化科学素养，而是一种以公民科学素

养譹訛为基础，带有较多功能性的实用性科学素

质，具备科学素养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应掌握

与实际工作相关的科学知识、科学技能方法和

科学观念，用以解决传媒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质、

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才素质

的研究文献，其中涉及科技传播人才科学素

质维度的文献共计有 25 篇，所占的比例为

69.4%。参考这 25 篇涉及科学素质维度的文

献，根据核心关键词统计分析法，文献中出现

的科学素质维度指标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

面，如表 5 所示。

所以，本文将科学素质维度分为以下三个

指标：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科学技能方法。

（4） 知识结构素质维度

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

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才

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涉及科技传播人

才知识结构素质维度的文献共计有 32 篇，所

占的比例为 88.9%。参考这 32 篇涉及知识结

构素质维度的文献，根据核心关键词统计分析

法，文献中出现的知识结构素质维度指标内容

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如表 6 所示。

本文将知识结构素质维度界定为以下几个

指标：传播学知识、数理化基本知识、外语知

识、科技史知识、计算机知识、艺术视觉知

识、管理学知识、心理学知识。

（5） 专业业务素质维度

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表 5 科学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维度指标 频次 样本量 频次比率

1 科学知识 24 25 96.0%

2 科学意识观念 23 25 92.0%

3 科学技能 22 25 88.0%

4 科学精神 22 25 88.0%

5 科学方法 18 25 72.0%

_______________

譹訛一般公民所需具备的科学素质院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袁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袁树立科学思想袁崇尚科学精神袁并具有

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尧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遥 具体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尧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尧运用科学方法

的生熟尧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尧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遥 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尧尊重科学的态度尧探索科学的行为

和创新科学的成效遥

表 6 知识结构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维度指标 频次 样本量

1 传播学知识 30 32

2 社会学知识 29 32

3 计算机知识 29 32

4 数理化等知识 28 32

频次比率

93.8%

90.6%

90.6%

87.5%

5 心理学知识 27 32 84.4%

6 管理学知识 25 32 78.1%

7 外语知识 24 32 75.0%

8 科技史知识 24 32 75.0%

9 法律知识 14 32 43.4%

10 经济学知识 14 32 37.5%

表 7 业务能力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维度指标 频次 样本量

1 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 29 30

2 传播媒介与技术运用能力 28 30

3 口头表达能力 28 30

4 书面语言应用能力 25 30

频次比率

96.7%

93.3%

93.3%

83.3%

5 信息化运用能力 24 30 80.0%

6 信息知识 21 30 70.0%

7 信息意识 10 30 66.7%

8 资源整合能力 18 30 60.0%

9 沟通协作能力 16 30 53.3%

10 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12 3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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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

才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涉及科技传播

人才专业业务素质维度的文献共计有 30 篇，

所占的比例为 83.3%。参考这 30 篇涉及业

务能力素质维度的文献，根据核心关键词

统计分析法，文献中出现的业务能力素质

维度指标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如表 7

所示。

本文将专业业务素质维度分为以下几个

指标：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传播媒介与技术

运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信

息能力、资源整合能力。

（6） 学习与创新素质维度

从知网中检索出 36 篇与科技传播人才素

质、科普人才素质和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人才

素质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涉及科技传播人

才学习与创新能力素质维度的文献共计有 28

篇，所占的比例为 77.8%。参考这 28 篇涉及

学习与创新能力素质维度的文献，根据核心

关键词统计分析法，文献中出现的学习与创

新能力素质维度指标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

面，如表 8 所示。

在新媒体环境下，学习与创新能力素质对

科技传播人才尤为重要。本文将学习与创新素

质维度分为以下几个指标：好奇心、快速学

习、想象力、领悟力、开拓创造。

综上所述，我们对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

人才应该具有的素质维度及其指标进行了归

纳和统计分析，这些素质维度和指标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代表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所

需的素质。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

度及其指标内容，可以归纳为表 9。

表 8 学习与创新能力素质维度指标统计表

序号 维度指标 频次 样本量

1 快速学习能力 26 28

2 领悟能力 24 28

3 想象能力 22 28

4 创造能力 22 28

频次比率

92.9%

85.8%

78.6%

78.6%

5 创新兴趣 20 28 71.4%

6 开拓创造精神 18 28 64.3%

7 创新气质 17 28 60.7%

8 好奇心 16 28 57.1%

9 冒险精神 13 28 46.4%

10 创新性格 11 28 39.3%

表 9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及指标

素质指标 指标解释

政治意识 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

政治敏感 对特定政治事件的理解和把握

政治倾向 公民立场，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和情感等心理特征

社会责任感 对社会的伦理关怀和义务感

道德识别 对道德关系及其处理原则的认识

道德分析 分析特定行为引起的道德问题

道德处理 对特定道德问题做出的具体选择

科学观念 对待传播事物的科学价值观念和理性文化

科学知识 理解科学概念、科学事实和了解科学发展情况

科学技能方法 运用科学知识、科技政策等来认识和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传播学知识 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与基本规律、传播媒介相关课程及运用等

科技史知识 科技发展脉络、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联系

计算机知识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编程、数据运算

素质

维度

政治

素质

道德

素质

科学

素质

知识

结构

素质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科
技
传
播
人
才
素
质
维
度
及
指
标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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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

实证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确定新媒体环境下科

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及其指标，构建新媒体

环境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模型，本节将采用实

证研究方法，通过发放问卷获取数据，并对上

节归纳的素质维度及其指标进行评定。本节采

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是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
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上节中的表 9，为了后

续统计分析的方便，我们将政治素质命名为

X1，其对应的指标如政治意识、政治敏感、

政治倾向、社会责任感分别命名为 X11、

X12、X13、X14；将道德素质命名为 X2，其

对应的指标如道德识别、道德分析、道德处理

分别命名为 X21、X22、X23；将科学素质命

名为 X3，其对应的指标如科学观念、科学知

识、科学技能方法分别命名为 X31、X32、

X33；将知识结构素质命名为 X4，其对应的

指标如传播学知识、科技史知识、计算机知

识、外语知识、心理学知识、管理学知识、数

理化基本知识、艺术视觉知识分别命名为

X41、 X42、 X43、 X44、 X45、 X46、 X47、

X48；将专业业务素质命名为 X5，其对应的

指标如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传播媒介与技术

运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信

续表 9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科
技
传
播
人
才
素
质
维
度
及
指
标

外语知识 相对成熟的外语听说读写

心理学知识 以公众直觉、认知和情绪等为主的相关心理认知、判断和引导知识

管理学知识 战略计划、决策、目标管理、发展规划等

数理化基本知识 理工科通识课程学习，以培养科学敏感和理工思维为导向

艺术视觉知识 服务于美感设计的相关知识，以正确审美能力和视觉冲击敏感培养为导向

新媒体技术

使用能力

1. 掌握和使用新媒体社交软件

2. 运用新媒体手段处理声音、语言、文字、图像等

3. 运用新媒体技术实现数据与信息的存储、发布和网络分发等

传播媒介与技术

运用能力

1. 传统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特性认知与实践应用，包括采编播录系统的运用

2. 新兴传播媒介（网络、移动媒体等）的特性认知与正确选取

语言表达能力 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

沟通协作能力 倾听、反馈、与他人交流合作

信息能力

1. 对信息应具有较高的认识理解和独特的信息敏感度

2. 储备一定的信息理论知识、信息技术知识和与信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以作为提升新

媒体信息能力的基础

3. 寻获、分析、加工处理与利用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信息工具和信息资源，加速科技传

播的新媒体信息化

资源整合能力

1. 在线资源整合，包括在线知识管理与各方协作

2. 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包括线下合作伙伴与线上资源对接、线上组织开展线下活动对

接等

快速学习 及时掌握相关知识

想象力 对未知事物的发散性思维

领悟力 对新鲜事物与未知事物的理解能力

好奇心 求知欲与探索欲

开拓创造 新颖、有独特见解的观点或事物

专业

业务

素质

学习

与创

新素

质

素质

维度

目

标
素质指标 指标解释

知识

结构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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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分别命名为 X51、

X52、X53、X54、X55、X56；将学习和创新

素质命名为 X6，其对应的指标如好奇心、快

速学习、想象力、领悟力、开拓创造分别命名

为 X61、X62、X63、X64、X65。

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

填写人的基本信息，包括问卷填写人的性别、

年龄、学历、职业以及所属机构等信息，此信

息主要用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8]。问卷的

第二部分是问卷的题项，共有 29 个题项，这

些题项均来自于表 9。在问卷填写人填写问卷

之前，有一段问卷填写说明，即“本问卷采用

五分量表的形式对所列举的素质指标在新媒体

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参与科学技术普及和传播

活动中重要程度或者您的同意程度进行评分,

各选项数值的含义分别为:譹訛不重要；譺訛一般；

譻訛重要；譼訛很重要；譽訛极其重要，请根据您在

相关活动中的体会进行判断选择”，此填写说

明的主要作用是告诉问卷填写人如何填写问

卷。问卷填写说明之后就是具体的问卷题项，

问卷填写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感知或者实践经

验填写。问卷题项结束部分是提醒问卷填写

人问卷填写结束的语句，并对问卷填写人表

示感谢。
2.2 问卷发放与回收

为了提高问卷发放效率，本问卷的调查范

围主要集中于安徽省。发放的对象主要集中于

部分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学生及教师、科技场馆

工作人员及负责人、科技类新闻媒体工作人员

及负责人、安徽省科普产品工程研究中心工作

人员及负责人。同时，为了提高样本和数据的

代表性，获得更多有代表性的数据，本研究也

运用了网络调查的方法，在网上发放一些调查

问卷。为了克服部分问卷填写人员随意填写问

卷可能产生的问题，充分调动问卷填写人员的

积极性，保证问卷回收率以及数据的可靠性。
2.3 问卷分析

2.3.1 样本构成分析

本次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 118 份，问卷

回收率较高，累计回收问卷 104 份，并且这

104 份问卷均为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1%。具体问卷发放、回收情况如表10 所示。

由表 10 可知，相比较前四种问卷发放渠

道，通过网络渠道发放的问卷回收率较低，而

前四种问卷发放渠道回收比例大致相等，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卷发放的较为科学合

理，问卷数据代表性较好。

由表 11 可知，超过 3/4 的问卷填写人具

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他们接受过

高等教育，能够了解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

才所需的素质，能够保证问卷填写的效果，继

而使得问卷发放的代表性较好。
2.3.2 因子分析

为了科学合理地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

播人才素质模型，基于表 9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

传播人才素质维度、指标以及问卷回收的数

据，利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

析，找出公因子，作为素质模型的素质维度[9]。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把原始变

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而不同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其核心思想

是降维，即将多个指标综合成若干个指标。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对样本数据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表 10 问卷发放、回收情况统计表

发放渠道
发放份

数（份）

占总发放

数量比例

回收份

数（份）

占总回收

数量比例
回收率

高校 22 18.6% 22 21.2% 100.0%

科技类新

闻媒体
20 16.9% 18 17.3% 90.0%

科技场馆 25 21.2% 23 22.1% 90.0%

科普中心 25 21.2% 24 23.1% 96.0%

网络 26 22.0% 17 16.3% 65.4%

总计 118 - 104 - 88.1%

学历 数量
所占

比例
高校

科技类

新闻媒体

科技

场馆

科普

中心
网络

本科及

以下
25 24.0% 2 6 8 6 3

硕士

研究生
56 53.8% 10 10 12 13 11

博士

研究生
23 22.2% 10 2 3 5 3

总计 104 100% 22 18 23 24 17

表 11 问卷填写人学历构成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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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维度 素质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政治

素质

政治意识 2 5 3.64 0.823

政治敏感 2 5 3.47 0.800

政治倾向 2 5 3.75 0.785

社会责任感 2 5 3.58 0.900

道德

素质

道德识别 2 5 3.58 0.952

道德分析 2 5 3.80 0.969

道德处理 2 5 3.60 0.919

科学

素质

科学观念 1 5 3.33 0.818

科学知识 2 5 3.32 0.851

科学技能方法 1 5 3.78 0.800

知识结构

素质

传播学知识 1 5 3.23 1.045

科技史知识 1 5 3.13 0.986

计算机知识 1 5 3.22 0.924

外语知识 1 5 3.21 0.982

心理学知识 1 5 3.75 0.856

管理学知识 1 5 3.62 0.885

数理化基本知识 1 5 3.41 0.941

艺术视觉知识 1 5 3.64 0.965

专业业务

素质

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 1 5 3.54 0.902

传播媒介与技术运用能力 1 5 3.65 0.951

语言表达能力 1 5 3.31 0.825

沟通协作能力 1 5 3.15 0.833

信息能力 1 5 3.32 0.816

资源整合能力 1 5 3.22 0.737

学习与创新

素质

快速学习 1 5 3.37 0.789

想象力 1 5 3.33 0.886

领悟力 1 5 2.84 0.712

好奇心 1 5 2.98 0.196

开拓创造 2 5 3.72 1.101

表 12 描述性统计分析（N=104）

12 所示。

由表 12 可知，大部分素质指标得分的最

大值为 4 或 5，最小值为 1 或 2，各指标的得

分均值基本上都在 3 左右，且数据的标准差

较小，这说明问卷数据的稳定性较好，没有

出现数据大幅度波动的情况，可以得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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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必须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10]。检验

结果如表 13 所示。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KMO 值越接近于 1，

就意味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进而就越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Armstrong and Overton,

1977。一般而言，KMO 的值大于等于 0.9，

就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效果就越好；KMO 的

值在 0.8~0.9 之间，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

KMO 的值在 0.7~0.8 之间，表示做因子分析

效果一般；KMO 的值在 0.6~0.7 之间，表示

不太适合做因子分析；KMO 的值在 0.6 以下

的，表示极不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情况下，

KMO 的值在 0.7 以上，就可以进行因子分

析。Bartlett 主要用于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

各 自 独 立 ， 通 常 情 形 下 ， 当 显 著 度

（significance） 在 5%及以下时，表明可以进

行因子分析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基

于 此 原 则 ， 由 表 13 可 知 ， KMO 的 值 为

0.741，大于 0.7 的标准，意味着该问卷数据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 检验自由

度为 903 的卡方分布的值为 4002.305，达到

较高的显著性水平，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较

高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利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降维命

令按钮，将所有的素质维度指标输入。为了

达到降维的目的，SPSS 软件提供了多种旋转

的方法，如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Varimax）、

直接斜交旋转法 （Direct Oblimin）、四次方最

大正交旋转法 （Quartmax）、平均正交旋转法

（Equamax） 以及斜交旋转法 （Promax） [11]。

在本文问卷数据分析中，利用方差最大法进

行正交旋转，同时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

提取公因子。计算得出的因子载荷量统计表

表 13 KMO和 Bartlett 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Bartletts’s Test of

Sphericity

- 0.741

Approx. chi-square 4002.305

Df 903

Sig. 0.000

表 14 方差最大法因子载荷量统计表

素质

指标

方差解

释率

累计方

差解释

率

载荷量

F1 F2 F3 F4 F5 F6 F7

传播学知

识(X41)
22.538 0.78

计算机知

识(X433)
0.78

数理化知

识(X47)
0.77

心理学知

识(X45)
0.72

科技史知

识(X42)
0.68

新媒体技

术使用能

力(X51)

0.63

传播媒介与

技术运用能

力(X52)

0.78

信息能力

(X55)
0.76

资源整合

能力（X56）
0.81

语言表达

能力 (X53)
0.64

沟通协作

能力 (X54)
0.79

好奇心

(X61)
0.75

快速学习

(X62)
0.77

领悟力

(X64)
0.75

开拓创造

(X65)
0.73

道德识别

(X21)
0.71

道德分析

(X22)
0.69

道德处理

(X23)
0.65

政治意识

(X11)
0.63 0.75

政治敏感

(X12)
0.69

社会责任

感 (X14)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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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4 所示。

由表 14 可知，公因子 F1、F2、F3、F4、

F5、F6 和 F7 都包含了若干个素质指标，且

其权重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公因子 F1 包括 5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传

播学知识、计算机知识、数理化等知识、心

理学知识和科技史知识。这些素质指标是新

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所必需的具有的知

识，所以可将公因子 F1 命名为“知识素

质”。根据方差解释率可知，公因子 F1 的权

重 为 22.538/84.32， 即 其 所 占 的 权 重 为

26.73%。

公因子 F2 包括 2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新

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传播媒介与技术运用能

力。这些素质是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

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所以可将公因子 F2 命

名为“业务技能素质”。根据方差解释率可

知，公因子 F2 的权重为 18.271/84.32，即其

所占的权重为 21.67%。

公因子 F3 包括 2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信

息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可将公因子 F3 命

名为“管理和决策素质”。根据方差解释率可

知，公因子 F3 的权重为 12.271/84.32，即其

所占的权重为 14.56%。

公因子 F4 包括 2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语

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科技传播人才

需要具备一定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合作意识，

能够将自己的意图和想法准确无误地传递出

去，依托与他人的合作实现既定的目标，所

以可将公因子 F4 命名为“沟通协作素质”。

根据方差解释率可知，公因子 F4 的权重为

9.157/84.32，即其所占的权重为 10.86%。

公因子 F5 包括 4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好

奇心、快速学习、领悟力、开拓创造。创新

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

需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备快

速学习能力和较强的领悟能力，以更好地服

务于科技传播，所以可将公因子 F5 命名为

“学习和创新素质”。根据方差解释率可知，

公因子 F5 的权重为 8.582/84.32，即其所占的

权重为 10.18%。

公因子 F6 包括 3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道

德识别、道德分析、道德处理。优秀的科技

传播人才需要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需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所以可将公因

子 F6 命名为“道德素质”，即科技传播人才

在工作过程中须遵守的道德素质。根据方差

解 释 率 可 知 ， 公 因 子 F6 的 权 重 为

7.373/84.32，即其所占的权重为 8.74%。

公因子 F7 包括 3 个素质指标，分别是政

治意识、政治敏感、社会责任感。这些素质

要求科技传播人才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服

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技传播人才要

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

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责任感，所以

可将公因子 F7 命名为“政治素质”。根据方

差 解 释 率 可 知 ， 公 因 子 F7 的 权 重 为

6.128/84.32，即其所占的权重为 7.27%。

3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模型建构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

播人才的素质主要有七个方面的素质维度构

成，即知识素质维度、业务技能素质维度、管

理和决策素质维度、沟通协作素质维度、学习

和创新素质维度、道德素质维度、政治素质维

度，每个素质维度所占的权重不同，分别为

26.73%、21.67%、14.56%、10.86%、10.18%

8.74%、7.27%。这七个素质维度由若干个素

质指标构成，如知识素质维度由传播学知识、

计算机知识、数理化等知识、心理学知识和科

技史知识五个指标构成，业务技能素质维度由

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传播媒介与技术运用
能力二个指标构成，管理和决策素质维度由

信息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二个指标构成，沟

通协作素质维度由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

能力二个指标构成，学习和创新素质维度由好

奇心、快速学习、领悟力、开拓创造四个指标

构成，道德素质维度由道德识别、道德分析、

道德处理三个指标构成，政治素质维度由政治

意识、政治敏感、社会责任感三个指标构成。

基于这些素质维度和指标可以构建新媒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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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模型

素质维度 维度权重 指标

知识素质 26.73%

传播学知识、计算机知识、数理

化等知识、心理学知识、科技史

知识

业务技能素质 21.67%
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传播媒介

与技术运用能力

管理和决策素质 14.56% 信息能力、资源整合能力

沟通协作素质 10.86% 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

学习和创新素质 10.18%
好奇心、快速学习、领悟力、开拓

创造

道德素质 8.74% 道德识别、道德分析、道德处理

政治素质 7.27% 政治意识、政治敏感、社会责任感

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所构建的素质

模型如表 15 所示。

4 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素质对于科

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本文基于新媒体环境的背景，运用专家访谈

法和文本分析法，对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

人才具备的素质维度和指标进行了界定，认

为科技传播人才素质维度主要由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科学素质、知识结构素质、专业

业务素质、学习和创新素质构成，以此为基

础确定相应的素质指标。通过问卷调研的方

法进行实证研究，对专家访谈法以及文本分

析法得出的素质维度进行因子分析，概括、

凝练相应的素质维度和指标。最后，基于实

证研究的结果，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

人才的素质模型，该素质模型主要由知识素

质、业务技能素质、管理和决策素质、沟通协

作素质、学习和创新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

质 7 个素质维度以及传播学知识、计算机知

识、社会使命感等 21 个素质指标构成。该素

质模型的构建对于今后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学

生的培养以及用人单位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

与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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