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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具

有科学素养的未来公民[1]。而以往的研究者指

出，科学素养的内涵在于科学知识、科学态度

和科学过程技能。毫无疑问，科学态度是科学

素养的主要成分，也是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

一。尽管对于什么是科学态度还存在着一定的

争议，但是总的来看，科学态度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对科学的态度 （attitudes towards sci-

ence） 和与科学有关的态度 （science-related

attitudes）。本研究关注前者，主要是分析学生

对科学以及科学相关议题所持有的态度以及

兴趣等。

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显

示学生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科学态度。但是可以

了解学生对科学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当然，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学生

对科学以及科学事业持有积极的态度。据杜

秀芳的研究，对学生来说，对科学的积极态度

表现为：利用额外的时间进行科学探索，认为

科学是有趣的，自愿参加校外科学活动以及参

观博物馆、科技馆等科技场馆。这种积极的科

学态度能够促进学生对科学的理解。

学生对科学的态度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也设计

出一套科学相关态度测试 （Test of Science-Re-

lated Attitudes，简称 TOSRA） 量表对中学生的

科学态度进行评价。量表在 Klopfer 于 1971 年

提出的科学态度框架基础上，总结出七个方

面：“科学的社会意义”、“科学家的常态”、

“对科学探究的态度”、“采用‘科学的态

度’”、“对上科学课程感到愉快”、“课余时

间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科学事业的兴趣”[2]。

我国台湾学者龙鳞如 （1997） 编制的对科学的

态度量表，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对科学的态度、

对学习科学的态度、对参与科学探讨活动的态

度、对科学家与科学相关职业生涯的态度[3]。

[摘 要] 为了测量我国青少年的科学态度状况，2013 年底课题组开展了我国 15~17 岁高中生的科学态度状况调查。

主要运用 PISA2006 对科学态度的测量工具，对我国黑龙江、山西、四川和北京四地合计 20 所中学高中学生进行了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 15~17 岁高中生对科学的感兴趣程度较高，对科学探究非常支持，科学态度较为积极。但是

我国 15~17 岁的高中生对科学的认识程度较浅、认识不足。本文依据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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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n （1988） 年的对科学的态 度量表

（ATSSA），测量集中在以科学为一门学科的态

度[4]。Osborne 在 2003 年基于已有文献，总结

了对于学校科学态度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

科喜好、态度测量、兴趣列表、以及主题课程

等方面[5]。这个量表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测

量。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ISA） 在 2006 年的

科学素养的测试中首次关注了科学态度的测

量。PISA2006 认为，科学态度是科学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评价的内容主要关注学生对

科学问题的反应，包括对科学的兴趣、对探究

的支持以及责任等方面[6]。综上所述，对科学

态度的测量主要包含：对科学学科的态度、对

科学的兴趣、对科学主题的兴趣、对于科学探

究的兴趣、对科学家以及科学事业的态度等几

个方面。

1研究方法
1.1 样本

本次调查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

样本，分别在四川省、山西省和黑龙江省各选

取 6 所中学，北京市选取 2 所中学。在每所中

学抽取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 （北京市 1 所中学

抽取了高一、高二和高三）。高一年级抽取 2

个班，高二年级抽取 4 个班，2 个文科班，2

个理科班。

根据有效问卷的反馈和分析结果，四个地

区调查的总样本量为 6 356 份，有效样本为

6 238 份，其中北京市有效样本 674 份，四川

省有效样本 1 909 份，山西省有效样本 2 012

份，黑龙江省有效样本 1 643 份。

样本主要年龄段为 15~17 岁。本样本主

要来源于高中学生，因此本文中青少年和学

生视同。
1.2 测量工具

测量中，测量工具主要借鉴了 PISA2006

科学态度测试量表，主要采用四点式计分 （如

完全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完全不符合），

不允许有中立的态度。科学话题知识的来源

是研究者自行设计，采取了封闭式选择的方

式。本研究的量表包括六个方面：对科学的喜

爱程度、对科学主题及科学方法步骤的兴趣、

课余时间接触科学的频度、未来从事科学事业

的意愿、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有关

科学的常见误解的看法。

其中，“对科学的喜爱程度”主要探查学

生是否对科学感兴趣、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是

否有愉快的体验等。在“对科学主题及科学方

法步骤的兴趣”方面，主要探查学生对科学学

科，如物理学、化学、植物生物学、人体生物

学等，是否有兴趣，并同时关注学生对于科学

家开展科学研究的相关方法和步骤是否感兴

趣。关于“课余时间接触科学的频度”主要是

调查学生观看科学类电视节目、访问科学类网

站和参加科学兴趣小组等课余时间接触科学

的情况。而“未来从事科学事业的意愿”主要

探查学生是否愿意从事科学工作及是否愿意

在今后继续学习科学。“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

看法”主要用来了解学生是否认为科学对社会

及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和人类是否从科学中

受益。“对有关科学的常见误解的看法”聚焦

于学生对诸如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等这些

常见误解的看法。

1.3 程序

测量过程中采取整班抽样的方式，课题组

成员在测试班级中直接发放问卷，被试验对象

在15分钟内填写完毕，统一回收问卷。全部回

收后，课题组成员逐一检视，剔除无效问卷。
1.4 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主要采用 SPSS

17.0，对全部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2结果分析
2.1 青少年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物理
化学
植物生物学
人体生物学
天文学
地理学
科学家设计科学实验的方法
获取科学解释过程中所必
需的过程步骤

有兴趣

44.4%
45.2%
45.1%
43.3%
40.3%
43.2%
40.7%

40.5%

很感
兴趣
27%
29.1%
28.4%
34.4%
41.9%
26.8%
19.5%

18.2%

没兴趣

21.6%
20%
21.5%
18.2%
14.2%
23.8%
31.5%

31.2%

完全
没兴趣
7%
5.7%
5%
4.1%
8.7%
6.2%
8.3%

10.2%

表 1 青少年对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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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对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趣

从表 1 中的数据能够明显看出，总的来

说，我国 15~17 岁青少年对于科学有着较高

的兴趣度。最有兴趣的学科是天文学；地理

学、人体生物学、植物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

的感兴趣程度在 71%~77%之间。分别只有

58%和 60%的青少年对“获取科学解释过程中

所必需的过程步骤”、“科学家设计科学实验

的方法”感兴趣。

能够看出我国青少年对于科学作为一门

学科的兴趣度很高。相对而言，对于科学家设

计科学实验和获得科学解释的过程则兴趣度

相对较低。

本研究将结果与 PISA2006 中的 OECD 国

家学生对科学兴趣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发

现：与 OECD 国家的学生对科学作为一门学

科的兴趣相比，中国学生的兴趣度平均水平

均高于 OECD 国家学生的兴趣度平均水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生对科学及其相

关主题感兴趣的比例与参与 PISA 测评的阿塞

拜疆、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哥伦比亚等科学

教育不发达的国家是一致的。而科学教育发

达、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美国、瑞

典和英国等国家的学生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

比例与 OECD 的平均值相近。这说明我国有

些学生对问卷中提到的主题如“科学家设计

科学实验的方法”及一些学科“物理学”等并

没有深入的认识，只是凭借感觉。

2.1.2 对科学的喜爱程度

结果表明，87%的学生喜欢获取新的知

识，84%的学生对学习科学感兴趣，83%的学

生可以经常感受到学习科学的乐趣，80%的学

生喜欢阅读科学读物，70%的学生喜欢解决科

学问题。

能够看出，我国学生对科学表现出多方面

的喜爱，不论是科学阅读、解决科学问题、获

取新知识等兴趣程度都较高。

2.1.3 与科学有关的活动的参与情况

结果表明，59%的学生经常观看科学类电

视节目，46%的学生阅读科学期刊 / 杂志或报

纸上的科学文章，38%的学生经常借阅或购买

科学书籍，28%的学生经常访问科学类网站，

同样比例的学生经常收听关于科学进展的广

播节目 （28%），16%的学生能够加入科学俱

乐部。

总的来说，我国学生最经常参与的与科学

有关的活动依然是观看科学类电视节目、阅读

科学杂志及科学书籍。相比较而言，参与科学

俱乐部的比例明显较低。

与 PISA2006 的研究结果比较发现：从数

据结果看，中国学生利用电视、科学期刊、访

问科学类网站甚至加入科学俱乐部的比例都

非常高，远远高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但

是深入研究发现：中国的比例与泰国、吉尔吉

斯斯坦、阿塞拜疆、突尼斯等教育不发达国家

相近。与美国、瑞典等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较

高、科学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学

生参与科学类活动的数据呈现虚高的状态。

2.1.4 学习科学的动机

（1） 学习科学的未来面向动机。

结果表明，58%的学生愿意未来从事与科

学相关的工作，72%的学生愿意在高中毕业后

继续学习科学，52%的学生愿意投身于前沿科

学事业，57%的学生愿意在成年后参加科学项

目工作。

总的来说，我国学生在未来从事与科学有

关的工作的意愿非常强烈。

（2） 30 岁时从事与科学相关职业的期望。

结果表明，9%的学生期望 30 岁时从事与

科学相关的职业。

与 PISA2006 的研究结果对比发现：尽管

我国学生未来从事与科学有关的工作的意愿非

常强烈，但是只有 9%的中国学生期望他们到

30 岁的时候，从事与科技有关的职业，而在

OECD 国家此项的平均值是 25%，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此项的平均值超过 35%。OECD 国家

中同样属于亚洲的日本此项的平均值仅为 8%，

与中国很接近。这项数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学

生对于科学和科研工作认识很模糊，同时说明

亚洲学生就业受兴趣的影响程度明显较低。
2.2 青少年对科学探究的支持程度

2.2.1 对科学的一般价值的认识

结果表明，学生对于科学的社会价值非常

认可，五项陈述“科学进步可以改善人们的生

我国高中生科学态度的实证研究 掖掖掖 李秀菊 陈 玲 / 理论探索 阴

033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研究

活条件”、“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人

们理解自然界”、“科学进步通常会促进经济

的发展”、“科学对人类社会是非常有价值

的”、“科学进步通常会带来社会效益”的赞

成率均在 93%~98%之间。

能够看出，学生对于科学价值是非常认可

的，这与我国一直以来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等观点是有关系的。学生同时也能切身体

会到科学给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
2.2.2 对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的认可程度

结果表明，95%的学生认为科学有助于

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93%的学生认为科学

与他们紧密相关，90%的学生表示在成年后

会在很多方面用到科学，87%的学生表示科

学可以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是如何与他人相

互联系的，79%的学生表示在校外会有很多

机会运用科学。

能够看出，对于在校外运用科学的认可程

度与前几项相比明显下降。说明我国学生受到

应试教育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实际生活中反而

想不到要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2.2.3 对科学家的态度

结果表明，81%的青少年同意“科学家是

中立和客观的”，仅有 29%的青少年认为男同

学比女同学更有可能成为科学家，71%的青少

年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

总的来说，八成学生认为科学家是中立和

客观的，一方面说明我国学生仍然对科学家持

有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学生对科

学家持有积极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三成学生认为男同学

比女同学更有可能成为科学家，可见在科学家

的性别问题上的态度有一定的改观。
2.3 主要科学话题知识的来源

结果表明，对于所有的科学话题来说，79%

的青少年主要从学校获取有关基因和染色体方面

的知识，光合作用、大陆的形成、进化等概念的

比例均在 60%~77%之间。隔音材料、气候变

化、核能等相关概念，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

传媒获取的比例较高。健康与营养方面，青少

年从家人处获知的比例显著提高，为30.1%，甚

至超过学校的28.0%，这与青少年很少从家人处

获取其他 7 类科学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上面的结果能够看出，学校仍然是学生

获取相关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但是对于具体

的概念，获取知识的渠道略有差别。对于日常

生活中接触较少的内容比如基因和染色体、光

合作用等概念学生主要从学校渠道获取，对于

核能、气候变化、隔音材料等由于比较受到媒

体的关注，学生从媒体上获取的比例明显提

升。健康与营养话题由于关系到每个人自身，

公众讨论也比较多，因此这一话题上，学生从

家人和朋友的途径获取知识的比例较高。

从我国学生参加与科学有关的活动数据能

够看出，我国学生观看科学类电视节目、看科

学书籍 / 杂志、访问科学类网站等比例都非常

高，但是具体的话题获取知识的途径仍然是学

校。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国学生对究竟什么是

真正合格的科学俱乐部或者有价值的科学节

目等认识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虽然对各种媒介

的利用率都很大，但并没有获取太多有价值的

科学内容。

3结论与建议
3.1 我国 15~17 岁青少年对科学的感兴趣程度较

高，对科学探究非常支持，科学态度较为积极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 15~17 岁的青

少年对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感兴趣程度高，对

科学表现出多方面的喜爱，乐于参加与科学有

关的各项活动，同时有比较多的青少年希望在

未来从事与科学有关的职业或者活动。

我国 15~17 岁的青少年对科学探究非常

支持。我国青少年对于科学的社会价值的认可

度在 90%以上，这是非常高的认可度。同时，

对于科学与个人的关系，我国青少年的认可程

表 2 青少年对于科学话题相关知识的了解途径

健康与营养
核能
进化
气候变化
隔音材料
基因与染色体
大陆的形成
光合作用

我不确定这
些话的含义

2.2%
3.1%
3.1%
2.2%
3.7%
2.5%
2.4%
3.2%

学校

28%
47%
60.2%
47%
44.1%
79.2%
64.9%
76.6%

电视广播
报纸杂志
23.3%
23.7%
12.7%
28%
26.3%
5%

12.1%
4.6%

朋友
家人
30.1%
2.3%
6.1%
9.5%
8.7%
3.5%
4.5%
3.6%

网络

16.4%
23.9%
17.9%
13.3%
17.2%
9.8%
16.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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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较高。

我国 15~17 岁青少年对于科学家是比较

推崇和认可的。

3.2 我国15~17岁的青少年对科学的认识程度较浅、

认识不足

通过与 OECD 国家的学生的科学态度的

比较发现，我国学生对于科学学科及一些主题

的具体含义认识不够深入，科学态度中有虚高

的成分。参与科学活动虽然较多，但是深度不

够，并没有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并且对一些

问题的认识产生效果，而是对于一些科学概念

的知识获取仍然主要来源于学校。尽管我国学

生更加乐于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从事与科学

有关的职业，但是学生对于什么是科研工作

以及科学家的工作等内容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一方面与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映射着我国科学教育

改革过程中应该加强和注意的部分。

3.3 培养青少年产生持续且深远的科学态度的建议

3.3.1 增加科学课的实践机会

在2013年 1月美国出版的《K-12科学教育

框架：实践、跨学科概念、学科核心思想》[7]

中将原美国国家课程标准中强调的“作为探

究的科学”改为“作为实践的科学”，从实践

的角度诠释科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实际

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体验科学是什么，转变学

生对科学的刻板印象。建议我国的科学课程

中尽可能地增加开展科学实践的机会，一方

面促进学生在深入的实践中对该学科和主题

有深入的理解，同时真正让学生了解如何做

科学，如何当科学家，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水平

的同时培养和选拔出真正对科学有兴趣的科

技人才。在课程目标方面，能够从教大量的科

学知识转变为强调主要的核心概念为主，并且

创造机会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3.3.2 增加对科学家科研过程和职业发展的宣传

鉴于中国学生对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认识

的片面性和模糊性，建议在科学精神的宣传

上做一些调整。宣传科学家优秀的科研成果

是必要的，但是也要加强对于科学家的科研

工作过程以及职业发展道路等内容的宣传。

让学生真正了解科学家和科研工作，避免刻

板印象，使国家在未来吸引到更多的、质量

更好的科学技术人才。

同时建议科学家能够积极参与到青少年科

普工作中来，增进青少年对科学家及科学研究

工作的了解。

3.3.3 增加高质量的青少年科学出版物和电视节目

希望我国的科学家能够积极参与青少年科

普工作，撰写高质量的青少年科普读物，让青

少年从小对这些科学内容有逐步的了解。其次

鼓励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开发更专业的青少

年科学栏目，让青少年利用最为频繁的媒体在

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如央视少儿频道“芝麻开门”栏目就曾经

一连五期播出青少年自己拍摄剪辑的科学影

像小片，这对于青少年的鼓励是很大的。鼓励

开发设计专业的少年儿童科学网站。用英语搜

索科学网站能够打开很多有趣的、专业的网

站，但是在中国，高水平的针对青少年的科学

网站非常少见。建议在科普信息化的大背景

下，能够对于专业的青少年科学学习网站的开

发给予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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