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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计量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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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科学计量角度出发，运用关键词共现、著者共被引和研究机构与区域可视化分析对 WOS 和 CNKI 数据库

中科学家形象研究文献的热点主题和学术群体进行计量与比较。研究发现，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热点主题更具多

样性和系统性，学者较多地关注科学家形象背后的“科学”，已形成核心著者，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美国；国内科学

家形象研究的热点主题较为单一，集中体现在“科学家形象”这一本体，核心著者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研究机构

主要分布在北京和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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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形象这一议题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便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科学家形象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公

众根据惯性认识产生的关于科学家外貌、性

别、工作环境等的认识[1]；公众对科学家群体

的价值判断，比如对科学家的信任度、认可

程度及态度。科学家的形象是科学家视觉意

义上的呈现方式[2]，因此科学家形象是公众认

知科学家的重要内容与来源，公众对科学家

形象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其对科学家的认知与

态度[3]。进一步而言，科学家作为科学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其自身与“科学”也

有着十分紧密的相关性，科学家形象也是与

“科学”相关的表现形式，是“科学”形象的

一部分。因此公众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会直

接影响公众对“科学”形象的认知以及对

“科学”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公众对科学的

信任度、认可程度及态度。在这个意义上，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公众形象问题———科学家

的形象如何，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科学共同

体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效果的反映，也会直

接影响科学共同体与公众沟通交流的效果，

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公众对科学和技术成果社

会应用的信任与态度。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形象研究呈现上升趋

势[4]，受众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媒介建构的

科学家形象等问题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但是，对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进行基础性文献

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其中，《科学家形象研

究：现状与问题》 [5]与 《科学家形象研究现状

及发展动态分析》 [4]采用主题归纳的分析方法

对现有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梳理，尚缺乏对国内与国外科学家形

象研究进行计量和比较的研究成果。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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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用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科学家形象

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学术群体进行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的解读与对比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

1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的计量与

分析
关键词是从文献中提炼出来的核心词汇，

是文章主题的精华和高度凝练，研究主题相

关的关键词的反复出现是研究领域在一时间

段内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主题即研究热点的

重要表现[6]。因此，本文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

聚类分析，提取高频次的关键词，依据高频关

键词来确定研究热点。

在实现科学计量和可视化分析上，本文使

用国际通用的数据统计软件和 Citespace[7]信息

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

热点主题与学术群体进行计量与分析。

1.1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的计量与分析

在计量与分析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过

程中，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由美国科

学情报所 （ISI） 出版，目前国际上最重要、

最具有学术权威性的 WOS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考虑到“科学家形象”研究

领域并无规范的英文学术术语，以及“科学家

形象”与“科学家形象认知”和“科学形象”

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本文选用普通检索

方式，在检索栏以“image* of scien*”OR

“scien* image*”OR“Perceptio* of Scien*”OR

“conceptio* of scien*”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

已有的研究中可知国外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

究起步于 1957 年，因此检索时间跨度为

1957—2014，实施数据检索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 327 篇文献。根据上文对

科学家形象的定义，将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

选，去除不相关文献，得到最终检索结果 191

篇文献。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191 条

文献记录资料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化分

析，绘制出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如图 1 所示，并将其转化成科学家形象研

究关键词高频列表，如表1 所示。

从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出现的关键词

频率来看，频次高的关键词除科学 （Science）、

态度（Attitudes）、管理（Management）、想法 /

认知（Conception/Perception），还有教育（Ed-

ucation）、画 （Draw）、改善 （Reform）、高中

生（High-School Student）、框架 （Framework）、

印象 （Images）、科学家 （Scientists），这些高

频关键词构成了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学

者所关注的主要研究内容。

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通过对图 1 和表 1

的分析，发现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热点

主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科学家形象与科学相关研究。这一研

究热点佐证了科学家形象研究的本源问题，即

“科学”，也就是通过研究科学家形象来解读科

学的形象乃至科学本身。在对文献深入剖析的

过程中发现，这一研究热点中，科学家形象与

科学信任研究、科学家形象与科学伦理研究是

国外学者们较为重视的研究内容。Susan T.

Fiske 和 Cydney Dupree[8]认为科学家以专业的

形象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但未能获取公众的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频次
6
3
3
3
3
3
2
2

关键词
science
attitudes
management
conceptions
perception
education
draw
reform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关键词
high-school student
discourse
united-states
framework
school outreach models
images
hands-on minds-on activities
scientists

频次
2
2
2
2
2
2
2
2

表 1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图 1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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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科学家应将情感和价值观念融入到交流沟

通之中，在获取公众信任的同时提升公众对科

学的信任度和关注度。Christidou 和 Kouvatas[9]

致力于研究如何提升孩子对科学家形象的信

任认知并对科学形象抱以积极态度和行为。

Gerlach 和 Hamilton [10]认为社会各方面针对于

生物统治的人类道德和科学伦理等方面的反

思，使得科学家形象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到

了科学形象的转变。

（2）建构视角下的科学家形象研究。科学

家形象的呈现一方面是现实中科学家形象的代

名词，一方面又是被艺术化、被建构化的科学

家形象。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受众的认知

来源，成为受众尤其是学生认知科学家形象的

主要来源。因此，媒介所建构的科学家形象研

究成为成果最为丰富的重要部分，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文学、戏剧、电视节目、电影等传统

媒介中的科学家形象。英国学者 MacClancy[11]

对小说中的人类学家形象进行分析，认为人类

学家的长期工作地点是野外，人类学家因此被

认为是古怪的群体，人类学家的形象是以英格

兰为中心、工作具有永久性、性别单一且对政

治漠不关心。Peter Weingart[12]等学者对 222 部

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研究，电影的主

题多集中于企图介入人类的身体、逆反人类的

自然规律、威胁人类的健康等令人恐惧的内

容。这些恐惧是联合影片中所塑造的科学家形

象来进行传达的。科幻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科学

研究很少在可允许的科学理论边界之中。

除了媒介所建构的科学家形象研究之外，

社会语境下传统文化所建构的科学家形象也是

学者们所关注的内容。Koren 和 Bar[13]认为以色

列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传

统文化建构的影响。在媒介建构与传统文化建

构的相互关系探讨上，Flicker[14]认为科幻电影

所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对受众心中原有的受到文

化影响的科学家形象具有强化的作用。

（3） 公众认知 / 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研

究。从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出

发，对公众认知 / 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的

研究已遍布全球，研究地域十分广泛。美国、

英国、希腊、土耳其、阿拉伯、埃及、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已趋向成熟。研

究对象的涵盖面也在不断拓宽，除了学生之

外，科学教师、职前教师、作家、科学家等社

会角色也被纳入在内，其中从受教育程度、性

别、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等视角开展的分层

交叉对比研究成为近年来的新趋势。公众认知

/ 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多存在刻板化的印象，

身着白色实验服、年龄较大、戴着眼镜[15]、以

男性为主、在实验室做着危险性的实验[16]是公

众认知 / 心目中普遍存在的科学家形象的刻板

印象。

（4）科学家形象研究方法论体系。在国外

科学家形象研究发展的近 60 年中，科学家形

象研究的方法论体系研究从未停止。其中，由

学者 Chambers [17]于 1983 年从心理学引进的

DAST （Draw-a-Scientist-Test 科学家形象绘画

测验） 方法是学术界不断完善、改进和沿用的

研究热点。除此之外，问卷调查、半结构访

谈、自由写作、内容分析、文本分析、实验

法、隐喻研究法[18]、交叉研究法[19]、ISSS （the

Image of Science and Scientist Scale 科学和科学

家形象测量测表） [20]等定量与定性方法也被应

用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上述研究方法的单独

使用或者相融合也是学者们不断探讨的问题。

（5） 科学家刻板印象的管理、扭转及方

法。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使得公众对科学家

及科学的真实性认知产生偏差，进而影响到公

众对科学家及科学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学生而

言，科学家形象的刻板认知直接影响学生对科

学相关事业的选择[21]。为此，如何扭转科学家

形象的刻板印象成为近十几年来国外科学家

形象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探寻的重要方向。

Bamberger[22]提出女性科学家榜样接触法来改善

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性别刻板认知。Adams和

Hemingway[23]认为科学家在线导师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提供了学生与科学家的接触机会，来培

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Adedokun[24]等学者提出

虚拟的实地考察法，让学生们能够接近大学的

科学家。Newton[25]在研究中试图论证国家的课

程是否能扭转学生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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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内容的完善提出意见。

1.2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的计量与分析

在计量和分析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的过

程中，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 CNKI 引文数

据库。在此数据库中选用普通检索方式，在检

索栏以“科学家形象”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

已有的研究中可知国内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

究起步于 1978 年，因此检索时间跨度为

1978—2014，实施数据检索日期为2014年12 月

31 日，同样根据上文对科学家形象的定义，

将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去除不相关文献，

得到最终检索结果 61 篇文献。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从 CNKI 数据库中下载的 61 条

文献记录资料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化分

析，绘制出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如图 2 所示，并将其转化成科学家形象研

究关键词高频列表，如表2 所示。

从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出现的关键

词频率来看，频次高的关键词有科学家形象、

科学家、刻板印象、科学传播、科学教育、公

众等，这些高频关键词构成了国内科学家形象

研究领域学者所关注的主要研究内容。

结合图 2 和表 2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

科学家形象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科学家形象本

体来展开的。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科学传

播视角下的科学家形象、科学教育视角下的科

学家形象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主题。

（1）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科学家形象

的刻板印象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26]，

国内学者对科学家形象刻板印象的探究与论

证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包括学生在内的公众

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或多或少地具有刻板性，

“书呆子”[27]、男性、外貌特征、人格特征[28]是

构成刻板印象的常见因素。频繁接触的报纸、

电视、网络[29]、科幻小说等媒介，在塑造科学

家形象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公众

对科学家形象刻板印象认知的主要来源。

（2） 科学传播视角下的科学家形象。科

学家作为科学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其形象

对于公众认知和理解科学以及科学相关问题

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再者，科学家形象

作为科学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社会、

科学和公众这三方科学传播的参与者，因此

科学家形象研究受到了国内科学传播学者的

关注，学者们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科学家形

象的特点、成因、所产生的影响[30]以及建构关

系进行深入地探究。

（3） 科学教育视角下的科学家形象。从科

学教育视角进行科学家形象的研究具有明确

的目的性，即通过科学家形象研究来探知学生

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对科学相关职业的选择意

向或者通过科学教育来改善学生心中科学家

形象的刻板印象认知。张正严[31]在其研究中指

出，科学家形象是学生科学及科学态度学习的

重要外部条件，教科书在刻画科学家形象时应

更贴近真实化，对于科学家的专业品质、合作

精神、社会责任和人性予以还原，摈弃个人英

雄主义。伍新春和季娇[32]认为，提供科学家的

榜样角色和与科学职业有关的信息是树立科

学家在学生群体中形成积极、正面和可及性形

象的两个重要途径。

图2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频次
14
8
5
5
4
3
3
3

关键词
科学家形象
科学家
刻板印象
科学传播
霍桑
化学史
科学教育
内容分析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关键词
科学
文学形象
科学史
场馆学习
公众
dast
中小学生
形象

频次
3
2
2
2
2
2
2
2

表 2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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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学术群体的计量与

分析
2.1 国外科学家形象学术群体的计量与分析

利用Citespace 软件对来自 WOS 引文数据

库的191 条文献记录进行著者共被引可视化分

析，得到图3 所示的“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主

要学术群体”可视化网络图。陈超美博士指

出，图中每个圆形节点的大小代表它的总被引

频次数，圆形节点越大则表示被引次数越多，

说明该圆形节点所代表的著者影响力越大。

由此可以看出，Margaret Mead、David Wade

Chambers、Kevin D. Finson 等几位作者被认为

是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Margaret Mead [15] [33 ]（1901.12.16—1978.11.15）

是美国人类学家，是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

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学术上，她尤其在

社会化的问题上的研究很著名，试图将文化人

类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联系起来。她是科学

家形象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于 1957 年在 《科

学》 （Science） 最早发表关于科学家形象研究

的学术成果 《高中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

（Image of the Scientist among High-School Stu-

dents），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全国范围的 120

余所高中在校学生展开调研，研究发现当学生

们的职业规划未涉及到科学时，他们对科学和

科学家的态度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自

此，科学家形象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关注。

David Wade Chambers[17]任职于澳大利亚迪

肯大学，研究兴趣为科学社会学。他在科学

家形象研究领域主要关注此领域的方法论体

系，是科学家形象研究方法 DAST （Draw-a-

Scientist-Test 科学家形象绘画测验） 的创始

人，制定了 7 类科学家形象相关编码指标用

于分析绘画符号，并对 DAST 方法的完善与改

进作出设想。

Kevin D. Finson[34-35]是美国布拉德利大学科

学教育学教授，国际科学教师教育协会理事会

成员，主持科学教育论坛。他主要有两个研究

方向：面向学生的科学教育和学生对科学家形

象的认知。在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他提出并

发展了让科学教育工作者参与扭转学生对科

学家形象刻板认知的研究框架。

选取机构和地区数据绘制国外科学家形象

研究领域区域与机构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

美国是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的主要所在地，其

次是澳大利亚、土耳其和英国。从研究机构来

看，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文献主要来自

大学，主要有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美国德克

萨斯A&M 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土耳其塞尔

库克大学、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等。除此之

外，还有美国太平洋科学中心等研究机构。

2.2 国内科学家形象学术群体的计量与分析

对来自 CNKI 引文数据库的 61 条文献记

录进行作者计量与分析后发现，国内科学家形

象研究领域内并没有形成作者著者共被引网

络，这说明目前国内未形成科学家形象研究领

域的核心著者。从发文量来看，张正严等作者

有 3 篇科学家形象研究相关论文的产出，对国

图 3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著者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图4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区域与机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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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给予了较多关注，是发

文量较多的学者。

由图 5 可以看出，北京和武汉是国内科学

家形象研究的主要所在地。从研究机构来看，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领域的文献主要来自大

学，主要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科

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等。除此之外，还有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

心等研究机构。

3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与学术群体的

比较
3.1 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的比较

图1 和表 1 显示了国外范围内的科学家形

象研究热点主题情况，图2 和表 2 显示了国内

的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情况。通过计量和

比较发现：

（1）研究热点主题领域中的共同点。国外

与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热点都涉及到了科

学教育、中小学生及刻板印象。教育尤其是面

向中小学生及幼童的基础教育对学生的认知

成长及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国际范围内，不论是国家的管理层面还是

学术研究层面，对其基础类教育的状况与发

展极其重视。在科学家形象的研究领域中，关

乎于科学的科学教育更无例外地将研究对象

集中在了中小学生群体。对于刻板印象这一

研究热点而言，国内研究表现得更为直接，但

是国外研究热点又的确与“刻板印象”息息相

关，特别是建构视角下的科学家形象研究、公

众认知 /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研究，这两个方

面研究往往将“刻板印象”的探寻作为其研究

目的的其一而进行。刻板印象这一共同的研究

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科学家形象刻板印

象存在的全球性与普遍性。

（2） 研究热点主题领域中的不同之处。

①国内研究热点领域关注的是“科学家形

象”本体，国外研究热点领域更关注“科学家

形象”背后的“科学”。在国内外研究中，关

键词被引频次最高的分别是“科学家形象”和

“科学 （Science）”，这说明国内学者较多地关

注“科学家形象”这一研究的本体，即科学家

形象是如何的、科学家形象的呈现是如何的；

而国外学者较多地关注“科学家形象”背后的

“科学”，将科学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探寻

科学家的形象问题以及科学和社会的更深层

次内涵。

②国外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更具多样

性和系统性。对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热点主题

领域分析之后发现，在受众研究之中，研究对

象除了学生之外，还有教师、科学家、作家

等；在媒介建构研究之中，研究对象除了电

影、小说之外，还有戏剧、电视节目等；另

外，还有从受教育程度、性别、种族、跨文

化、跨地区等视角开展的分层交叉对比研究。

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系统性使得国外科学家

形象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角度更为多元化。

③国外在科学家形象研究方法论上自成系

统，并注重多种方法的开拓论证。国外科学家

形象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体系是一大研究热

点，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科学家形象的研究

方法和科学家形象管理与扭转的方法。其中，

在科学家形象研究方法上，DAST 方法成为科

学家形象研究领域所通用的方法，不断得到论

证、改进以及与其它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融会贯

通。国内研究热点也出现了“DAST”，但主要

是借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缺乏本土化的适用

性论证研究与创新。

④国外研究在科学教育方面更关注刻板印

象的管理和扭转。科学教育视角下的科学家形

图5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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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已将针对于科

学家本体形象的研究发展到如何管理和扭转

特定群体对科学家形象的刻板认知上来，并

对管理与扭转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地探寻，

使之成为科学家形象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3.2 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研究学术群体的比较

图 3 和图4 显示了国外范围内的科学家形

象研究学术群体的情况，图 5 显示了国内的科

学家形象研究学术群体的情况。通过计量和比

较发现：

（1） 学术群体的共同点。国内外科学家形

象研究领域的文献都较多地来自大学，该领域

的学者们多任教或就读于大学，大学成为该领

域研究的学术圣地。国外以美国为代表，国内

以武汉和北京为代表。国内外学者们所分布的

研究领域多集中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及

社会学。

（2） 学术群体的不同之处。国外科学家形

象领域的核心著者分别是 Margaret Mead、

David Wade Chambers、Kevin D. Finson，是科

学家形象研究的开创者及集大成者，以核心

著者为中心，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研究团队与

研究中心。相较于国外，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

领域并未出现著者合著网络及核心著者，这一

方面说明国内尚未形成明显的科学家形象研

究团队，另一方面说明虽然有不少的学者在

参与科学家形象的相关研究，但投入及研究

力度不够，我国科学家形象研究核心著者仍

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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