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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
——以中国北京地区及美国麦迪逊海茨地区中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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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形象是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着社会、科学和公众这三方参与者。国外

对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起步很早，研究领域较

为广泛，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苏冷战期

间，美国学者最先开展科学家形象相关课题的

研究。在国际霸权的压力下，美国人担心能否

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获胜，开始关注青年人的

科学兴趣和人民的科学素养。青少年心中的科

学家形象会影响自身对科学的态度，进而关系

到青少年对科学的思考与学习。因此，Mead

和 Metraux（1957）[1] 两位美国学者对 35 000

多名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书写描述

性文章的方式来考察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

[ 摘   要 ] 青少年心中的科学家形象是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家形象的好坏，影响青少年未来是否将

科学相关职业作为就业方向。科学家形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总体来说缺乏对不同国家青少

年的对比分析。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中美两国中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美

学生对科学家仍然存在刻板印象。美国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是因为科学家能出名、过上好生活；中国中学

生愿意成为科学家是由于父母的期望及周围人的态度。美国中学生眼中科学家只是职业的一种，想成为科学

家是出于个人兴趣；而中国学生的职业选择被父母左右，科学家在父母眼中属于至高无上的职业，所以孩子

才会选择科学。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大众媒体的客观报道，父母、教师的正确引导，才能使青少年全面、正确

地了解科学家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面对科学事业可以做出更为理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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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 和 Metraux 发现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

象为：穿着白色实验服、年纪较大、戴着眼镜、

在实验室做着危险的实验，这是一个被反复印

证的科学家刻板印象。

青少年心中的科学家形象是评估科学共

同体、媒体、教育家、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测

评标准，因此，许多国家相继展开相关测评。

在科学教育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也进行了

相关研究，研究内容涵盖了中小学生心中的科

学家形象对比、教科书中科学家形象的塑造等

内容。在《科学教育中的科学家形象塑造》[2]

一文中，作者认为教科书在描绘科学家形象的

同时不能忽视科学家的专业品质，应该展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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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协作精神，彰显人性光辉；放弃个人英

雄主义；削弱科学家性别的刻板印象。

但是，对不同国家学生心目中科学家形

象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

点。通过不同国家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

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科研工作理解的

差异；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理解与未来择业的

关系；大众媒体对科学家形象传播所造成的不

同影响；家庭教育及学校的科学教育对科学家

形象影响的差异；是否参观科技馆对学生科学

观念的影响等。

1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
1.1 DAST（Draw-a-Scientist Text）体系

目前，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DAST 体系”上。DAST 体系由美国学者

Chambers（1983）首创，是用来监测学生心中

的科学家形象的重要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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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 Chambers 之后，许多学者都采用 DAST

体系来分析学生的图画。在国外，Finson[4]

应用 DAST-C（the Draw-a-Scientist Test 

Checklist，1995）方法研究不同种族（白种人、

本土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学生群体心目中的

科学家形象。研究发现，对科学家的认知会影

响学生心目中科学形象的形成，而消极或刻板

的认识将对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职业生涯产

生影响。Azza Sharkawy[5] 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

向 11 名高一学生播放关于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

故事性影片，经前测与后测对比，采用 DAST

方法评估这些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的改变，

以丰富他们对科学家能力、性别、种族等指标

的 认 知。 学 者 Milford 和 Tippett[6] 用 DAST 及

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考察职前教师心目中的科

学家形象，研究发现，在参加科学课程之前，

他们心中的科学家形象呈现刻板化——顶着

蓬乱发型，身着白色实验袍，戴着眼镜在实验

室工作的男人。接受过科学课程项目的学生会

有较少的刻板认知。

DAST 测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William 

（1995）认为，学生的绘画受画具、绘画能力

等现有条件制约，并非完全是脑海中印象的呈

现 [7]。所以，DAST 测试会对科学家形象研究

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绘画内容不能准确表达

学生心目中对科学家的印象，二是评估结果不

能准确反映学生的绘画内容。鉴于 DAST 的不

完善性，以及两国学生绘画水平的不一致性，

本研究选择了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试图比较

中美青少年心中科学家形象的差异。

科学家的生活状态、工作情况及人格特征

也是组成科学家形象的重要元素。在 DAST 体

系基础上，本研究还将科学家个人气质形象、

工作状态等指标纳入研究之中。青少年日后成

为科学家的意愿受他们心目中科学家形象的

直接影响，因此未来有意愿从事科研工作也能

表明青少年对科学家职业持肯定态度。

1.2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北京市的城乡中学共 4

所，其中海淀区中学一所、石景山区中学一所、

东城区中学一所、怀柔区中学一所。在以上

4 所中学的 12~18 岁青少年中，共发放问卷

230 份，收回问卷 23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0

份，有效问卷占总数的 73.91%。美国 Madison 

heights，Michigan 中学共 4 所，在 4 所中学的

青少年中，共发放问卷 243 份，收回问卷 243

中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 <<< 周    晴    范雨萱    刘彦锋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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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其中有效问卷 172 份，有效问卷占总数的

70.78%。中美学生样本量相当。

2中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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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事先准备了若干个跟

科学家形象相关的的词汇，被调查者可以选择

出符合心中想法的词汇。图 1、图 2 分别是中

美学生组科学家形象的词频统计。

美国中学生组中，最多人选择的词汇是

“实验室”。这个词描述了科学家的工作环境，

从而印证 DAST 的测试结果，也属于对科学家

外貌特征的附加描述。从词频可以看出，科

学家通常被认为在实验室里工作，工作场景

比较单一。在有意无意的科学家形象传播中

都是如此。

在与科学家形象相关的词汇中，美国中学

生组选择“有名气”的占 84.80%，与“实验室”

的词频持平。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大众传播中

知名科学家的出现频率有关。通过对相关文献

图 1  美国中学生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

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马太效应的影响，

大众媒体总会设法邀请取得重大科学成果、获

得重要奖项的科学家参与传播，这些科学家往

往声名显赫，他们的科学成果及科普作品反复

被报道，在美国中学生心目中形成了科学家大

都是“有名气”的固有印象。

美国中学生组的词频统计中排名第三的是

“男性”。男性科学家的比例很高，科学家在

媒体形象中所占比例和男性工作者参与科学的

比例很高，是词频统计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图 1 的数据能够得知美国中学生心目中

的科学家形象是：戴着眼镜“年纪较长”的男

性，他们一般在实验室忙碌，工作中常常使用

“试管”，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女性科学家的

比例略低于男性，年轻科学家的比例略低于年

长者。美国中学生对科学家工作目的的认知是

“奖杯奖金”，对科学家工作的认识是“通宵

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实用主义”

思想兴盛的情况下，广义的科学观念在民众心

中占据主导地位，即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等具体科学，也包括哲学、数学等抽

象科学。而中学生眼中的科学家仍然与试管、

实验室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仅与具体科

学中的自然科学关系密切，跟社会科学、哲学、

数学等其他科学类别毫无联系。因此，这也是

科学家刻板印象的一个反应，即中学生眼中的

科学家形象仅仅包括自然科学家 [8]。

中国中学生组中选择最多的词语是“实验

室”，占 71.20%，与美国中学生组排序相同。

这一组数据说明中美两国的科学传播中均重

视对工作环境的描绘。

排名第二位的词语是“男性”。在科学家

性别的选择上，选择“男性”的占 67.30%，而

选择“女性”的只占 34.00%，在中国中学生

的潜意识里男性科学家居多。

位列第三、第四的，是“戴眼镜”及“通

宵工作”，这两个词语是科学家外在形象与工

图 2  中国中学生组科学家形象词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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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态的描绘，可见在中学生的潜意识中，科

学家群体比较突出的特征是戴眼镜，他们工作

强度较大，工作时间长，比较劳累。

在科学家的言谈举止方面，有 51.60% 的

中国中学生选择“幽默风趣”，选择“不善言谈”

的占 17.60%。这与中学生参加科普活动时遇

见的科学工作者有关。科普活动的组织者通常

偏爱口才较好、语言表述能力强的科学家。由

于他们长期的耳濡目染，使得学生心目中产生

了科学家大都是“幽默风趣”的印象。

根据图 2，中国中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

为：戴眼镜的男性在辛勤工作，他们在实验室

里忙碌，有时甚至通宵努力，科学家谈话一般

幽默有趣。

据此可知，两国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

象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部分包括：

“实验室”、“男性”、“戴眼镜”。在全球

的 DAST 测试中，都会得到几乎一致的结论，

这是科学家形象中的“刻板印象”。

中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最大的

不同表现在对科学家知名度的认识。中国中

学生组的数据中，“有名气”排在第八位，

使用了该词的只有 35.30%。美国中学生组的

词频统计中“有名气”与“实验室”并列第一位，

84.80% 的中学生使用了该词。同时，在中国

中学生组的数据中“幽默风趣”排在第五位，

51.60% 的中学生使用了该词。美国中学生不太

关注科学家的口才，仅有 18.50% 的中学生认

为科学家是幽默风趣的。在美国中学生的印象

中，科学家的工作往往需要使用试管，65.20%

的学生持有这个观点。不过，仅有 21.60% 的

中国学生将科学家与试管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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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

学生和中国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的比例都

比较低。其中，中国中学生的比例略低于美国。

在所调查的美国中学生中，有意愿成为科学家

的有 33%（见图 3），有意愿的中国中学生只

占 23%（见图 4）。

图 3  美国中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比例

学生获取科学家事迹的渠道不同，从某一

方面来说致使了这种差异的产生。美国中学生

了解科学家及其事迹的渠道前三项是老师讲

的、上网、课本（见图 5），由此可知，教师

对于科学家形象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教师对

科学家的印象可以通过科学教育的方式传达

给学生，影响学生对科学家的印象，进而左右

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由于人口基数远远小于

中国，美国课堂上的学生比中国课堂少很多，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和兴趣进行科学教

育，最大程度上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中国

班级中，人数超过 60 人属于正常情况，整个

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很可观。个性化教学难以达

到，这就要求教师采取一致性的教学方法，才

能达到相对较好的目的。因此，个性化的教师

传授更有利于学生成为科学家意愿的培养。

图 4  中国中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比例

中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 <<< 周    晴    范雨萱    刘彦锋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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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学生最常通过看电视来了解科学家

形象（具体见图 6）。美国中学生选择电视作

为了解科学家事迹渠道的比例仅占 44.60%，

远低于中国中学生 79.70% 的比例。与纸质印

刷品相比，电视媒体具有娱乐化的特点，不适

用于传播严肃的、令人思考的内容。电视节目

中针对中学生的纪实类科学节目更少，青少年

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主要通过广告、综艺节目

等形式。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广告中出现的科学

家经常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和新的科技术语来

兜售商品和服务。他们口中的科学论断经常无

法检验，一言一行透露着“民科”气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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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形象的手法呈现的。是广告商对于受众的一

种误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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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学生已经接受了若干年的

义务教育，与小学阶段相比，逻辑性与思辨性

有了显著提升，这种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煽动

图 5  美国中学生了解科学家及其事迹的渠道

图 6  中国中学生了解科学家及其事迹的渠道

性表达往往在他们身上起到反效果。不利于培

养想要成为科学家的意愿。

2.3 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分析

本研究设置了四个选项，探讨了中美中学

生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从图 7、图 8 中可

以看出，中美中学生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颇

有偏差。差别较大的一点出现在选项“我成绩

不好当不了科学家”，40.9% 的美国中学生认

为成绩不好才是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中国

中学生的比例比美国低很多，29.9% 的中国中

学生选择了这一选项。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美两国中学生心目

中科学家的准入门槛有关。美国中学生认为科

学家准入门槛较高，他们认为科学家是物理、

化学、生物、计算机等领域的杰出人才，拥有

良好的学术背景，接受过优质的教育，而这些

与科学家们读书时期成绩优异息息相关，因此

成绩相对不够出众的学生会觉得学习是阻碍

他们成为科学家的最重要因素。美国文化中的

务实态度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中学生普遍

学习较为刻苦，中国传统观念中也一贯强调勤

图 7  美国中学生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

图 8  中国中学生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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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的重要性，学习勤奋与取得优秀的成绩具有

相关性，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个人学习成绩的

好坏与“是否期望成为科学家”没有密切关系。

在第一选项“当科学家太累”中，两个国

家的学生也出现了差异。美国中学生持这种观

点的占 29.9%，而 39.3% 的中国学生赞成这种

说法。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

媒体和教科书中对于科学家个人事迹的描绘有

关。其实，在学校教材和大众媒体上，一直流

传着类似的故事，居里夫人十几麻袋沥青铀矿

渣，爱迪生一千五百多次实验，还有陈景润的

草稿纸，华罗庚的油灯。在媒体的塑造中，科

研过程的辛劳被着重渲染，科学家们需要经过

数年如一日的艰苦努力，才能在科研上取得突

破。因为工作积劳成疾的科研工作者，更是媒

体乐于追逐的报道对象。因此，在大众心目中

中，科学发现一般都与艰苦的工作划上了等号。

从图 2 我国中学生各项选择的百分比也

可以看出，我国中学生对科学家工作的认知中 

“通宵工作”排到第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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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中学生的调查中，“当科学家不

如像明星一样出名”“挣钱太少”也分别占据

了 12.3%、16.9% 的比例。中国中学生这两项

的比例低于美国，分别为 6.8%、9.4%。据笔

者分析，这个调查结果与两国不同的文化环境

相关。美国人心中的科学家是职业的一种，只

是门槛比较高，成绩不好的青少年会放弃成为

科学家的想法。在国人心中，科学家应当是一

个对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群体，是道德的化

身，不应盲目追求名气与金钱，他们应该醉心

学术、不慕荣利。不选择成为科学家不能因为

挣钱太少或想要出名。

2.4 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原因分析

本研究设置了五个选项，探讨了中美中学

生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原因。从图 9、图 10 中

可以看出，中美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的最大

原因是一致的，分别为 60.3% 及 34%，都是

因为科学家能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说明不论

是中国还是美国，爱国情感都是促使中学生选

择科学的最重要因素。在其余四个选项中，中

美中学生的选择颇有不同，第二条与第三条差

异尤为显著。

中美中学生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比较研究 <<< 周    晴    范雨萱    刘彦锋 实践新知

图 9  美国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原因

图 10  中国中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的原因

差别最大的一点出现在第二选项“父母

希望我成为科学家”，仅有 6.4% 的美国中学

生认为父母的意愿是自己想要成为科学家的

动力。 在 中 国 中 学 生 中， 这 个 比 例 达 到 了

20.8%。这个差异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教

育方式有关。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自主性，青

少年习惯独立思考并做出决定，选择科学相关

职业只是单纯出于个人兴趣，而不会被父母的

意愿干涉，或周围人群的影响。中国文化强调

家庭观念，对家庭关系的亲密度更加看重，对

于中学生这些未成年人来说，父母作为家庭的

一员，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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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意愿也是子女优先考虑的对象。大众传播

媒体为科学家塑造了“高大全”的形象，科学

家这个职业受到无比推崇，甚至被神圣化。因

此，科学家会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誉，父母会要

求孩子以此作为职业，用“望子成龙”的方式

满足自己的夙愿。父母对科学家的印象影响了

子女对科学家的印象，父母的观点左右了青少

年的职业选择，这点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

第三选项“老师同学和周围人都说当科学

家好”是 17.6% 的中国学生愿意成为科学家

的原因，在美国这个比例低至 9.2%。由此可知，

在中国，老师同学等周围人的看法影响了中学

生从事与科学相关职业的选择。

中学生心中的科学家形象，是父母、教师、

教科书、科普书籍、大众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父母、老师及同辈人心中对科学家职业身份的

认同，有利于塑造科学家的正面形象，这是中

学生选择科学相关职业的趋向性因素。由于美

国中学生独立性强，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二、三选项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国。

2.5 参观科技馆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

在中美中学生中，“爸妈有没有带你去科

技馆”也是两个群体之间较为明显的差异。从

图 11 可以看出，68.50% 的美国中学生表示，父

母曾经带着自己参观过科技馆，31.50% 的美国

青少年没有父母陪同的经历。中国父母带着孩

图 11  父母有没有带你去科技馆

子参观科技馆的比例低于美国。仅有 41.10% 的

中国中学生和父母一起参观过科技馆，比例尚

不足一半。

科技馆创造了与科学近距离接触的平台，

有助于拉近人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参观者可以

通过走进科技馆的方式走近科学。在加强青少

年科技教育方面，科技馆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9]。馆中摆放着大量印刷品及影音、图片

资料，还有科普知识讲座、科技竞赛、科技夏

令营可供青少年参与。在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

中，科学知识得到普及，青少年群体对于科学

的认知也更加深刻。因此，科技馆也是影响科

学家形象的重要渠道，让青少年多些观察、经

历科学过程的机会，能直接有效地改变中学生

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刻板印象。然而，中国父母

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3研究结论
青年人心目中的科学家形象会影响他们对

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的认识，也将影响未来是

否将科学家作为职业选择。大量研究表明，受

众对于科学家存在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扭

曲了真正的科学家形象 [10]。许多因素影响了青

少年心中的科学家形象。一方面，科学教育流

程里教师、教科书及课堂教学构建了青少心中

的科学家形象，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体报道的

科学家及科学相关信息也对受众产生了影响。

中美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

认知情况，受媒体影响程度也会有差别。两组

学生均存在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但在总体印

象的基础上略有不同，这些不同显著地表现在

对科研行为的认识上，希望成为科学家的意愿

也有差别。美国学生选择科学家作为职业，是

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科学家在他们心中只是

工作的一种，只是入门门槛较高，成绩好的人

才能胜任。在中国情形却有所差异，科学家已

经脱离普通职业，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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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在媒体不遗余力的塑造下，科学受到

大力推崇，科学家也成为智慧及荣誉的化身。

所以，中国父母对科学家的推崇，影响了子女

的职业选择，子女以父母的意愿为重，选择从

事会让父母觉得骄傲自豪的工作，能得到周围

人的赞许，却忽视了自身的兴趣与愿望。长此

以往，对于我国的科学家队伍建设有一定的消

极影响，对我国科研活动的高速发展也无疑是

一种阻碍。

教科书与媒体对于青少年心中科学家刻

板印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

科书和媒体报道中对科学家工作的描写多有

夸张之处，侧重渲染科学发现的艰难过程，

需要在枯燥的环境中彻夜工作，极其辛劳。同

时又会对科学家的工作贡献过度宣传，过度美

化科学家的个人品质，比如：艰苦朴素、不慕

荣利、抱病工作、无私奉献，等等。传统科普

热衷宣传的“高大全”的科学家形象，会让受

众产生无端崇拜的心理，但这种崇拜是短暂、

盲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提高，

过于符合当下语态模式的科学家形象将促使

青少年们提出疑问。此外，电视广告中“民科”

气质的科学家形象大量出现，以富有煽动性的

语言、新的科技名词，以及无法检验的科学论

断兜售商品，使青少年心中增添了抵触情绪，

负面效果远超过正面影响。媒体中大量报道同

质化、刻板化的科学家形象，会加深青少年们

与科学家之间的距离，弱化中学生对科学家的

认同程度，也会影响中学生们的职业兴趣。

中美中学生成为科学家的意愿存在差距，

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教师等周围人群共

同作用的结果。父母、教师对科学家的印象，

影响了青少年对科学的认识，进而影响他们的

职业选择。只有改变父母与教师心中的“刻板

印象”，才能使青少年全面、正确地了解科学

家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促使更多的中学生热

爱科学、投身于科学事业。通过鼓励教师主动

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为学生开展各种科技活

动，倡导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努力和密切配

合，学生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能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变。

在科学传播的进程中，应该做到以下三方

面。首先，不神圣化科学家形象；其次，不

“妖魔化”科学家的工作；最后，尽量消减青

少年心目中的刻板印象。科学技术的进步让生

产力得到解放，社会面貌得到日新月异的改变，

公众普遍开始崇尚科学，“科学主义”的观念

愈发普遍。“科学”成为信仰，“科学家”成

为“偶像”。长时间来，媒体很少报道科学的

负面影响，也很少报道科学工作是在不断证伪

的过程中探索的。去掉“科学家”的神圣光环，

使科学家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感情真实

的普通人，需要媒体全面、真实的报道。同时，

媒体减少男性特征、实验室背景等定性印象是

构建全面而丰富的科学家形象的一部分。科学

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社会科学、数学及

哲学，科学家形象不应只有自然科学一种。

构建真实、全面的科学家形象，才是培养

科学家后备军最好的方式，需要家庭、学校、

大众媒体三方相互配合、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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