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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立科学馆
徐悦蕾 1    白    欣 2*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48）1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2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到 194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曲

折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后，“民主”“科学”成

为了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为此，国家专门

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并支持鼓励全国各地

兴办通俗教育馆、研究所、民众学校等民众教

育机构，旨在对民众传播和普及科学。科学馆

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公共文化设施，是近代中

国教育发展和社会追求的集中表现。

关于民国时期的科学馆，此前高玉娇的

《民国时期民众科学教育探析》[1]、王伦信的《民

国时期的公共科学馆与中学理科实验教学》[2]

等都提及了科学馆的民众教育功能，但并未对

其作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依据福建省档案馆的

原始资料，尝试考察福建省立科学馆的发展历

程、组织机构、开展的科学活动，缕析其功能

及社会影响，探究其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中的

作用。

1科学馆的创立与发展
1915 年，中国科学社通过《中国科学社总

章》提出了九项拟在中国实施创办的科学事业，

其中第一项“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

第五项“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

学术、工业以及公益事业进步”和第七项“学

术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表明中国已经开始

将“传播科学、普及科学”提上了科学教育的

日程 [3]。为了响应此号召，1912 年，京师学务

局专门设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以通俗讲演为

主要内容，旨在推动全国各地开展民众教育活

动；1923 年 6 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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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平民教育会，旨在增强广大群众的基本素

质；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

全国教育会议，郑贞文等人提出兴办地方性科

学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民众教育机构，1930

年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这两次教育会

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各地增设了科学馆、博

物馆、通俗教育馆、图书馆等民众教育机构，

这些机构的设立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科学

知识的传播。其中，科学馆的设立对于民国时

期的科学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据记载，最早的科学馆要追溯到清末时

期，直隶学务处呈请总督袁世凯，将保定总校

士馆改设为普通科学馆 [4]。但是真正意义上以

社会教育为目的的科学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

逐渐兴起。1930 年湖北省立科学馆首先建立，

随后福建省立科学馆、江西省立科学馆、贵

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省立科学馆也相继建立。

这些科学馆开展的科学活动形式多样，各具特

色，其中贵州省立科学馆和甘肃省立科学馆

比较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活动，

而江西省立科学馆和湖北省立科学馆则侧重

于辅助本省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1]。无论是向

民众普及科学知识还是辅助中学实验，其根

本目的都是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下面笔者

以成立时间较早、影响力较大的福建省立科

学馆为例，分析其开展的民众教育活动，以

反映科学馆在民众教育上的作用及影响。

福建省立科学馆于 1933 年 10 月 23 日正

式成立，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福

建省人民科学馆，1952 年 12 月撤销。除 1941

年 9 月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徐箴下令撤销科学

馆导致科学馆停馆半年之外，福建省立科学馆

先后维持了 19 年之久，在向民众普及科学知

识、辅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破除迷信等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原福建省立科学馆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福建

省博物馆 [5]。早在 1928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

议中，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①提出全国各

省应兴办地方科学馆一案，经全体通过，但未

能实施。直到 1933 年 3 月，郑贞文正式提出

创办福建省立科学馆 [6]，并拟定组织大纲十条，

与会讨论。会议决定，福建省立科学馆的开办

费、建筑费及每月支出均由福建省政府以教

育费的形式向下拨给，其中开办费 37 700 元，

每月支出费用约 3 600 元 [7]。同年五月成立省

立科学馆筹备处，由教育厅派第三科科长唐守

谦担任筹备处主任，并委任督学黄开绳②、指

导员陈椿及专家赵修乾为筹备员。同年七月，

黄开绳赴沪采购各种实验仪器、药品及科学图

书等设备 [8]。福建省立科学馆最初选址为前女

子师范大学（今福州市鼓屏路西侧），后因抗

日战争改迁至三明市沙县，1946 年春又迁回

福州。但因该校校室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修

缮工作直到十月才结束，故福建省立科学馆于

同年 10 月 23 日方正式成立。首任馆长由教育

厅厅长郑贞文兼任，但因教育厅事务繁忙，同

年 11 月郑贞文推荐督学黄开绳担任馆长一职，

此后一直由黄开绳担任该馆馆长。

福建省立科学馆成立之初仅有馆员 20 余

人，其中馆长一人，主要负责管理全馆事务，

下设的物理学部和化学部各一人负责，生物学

部两人负责，科学仪器制造厂一人负责，其余

为该馆后勤工作人员。1949 年，省政府大裁员，

科学馆由原来的 20 余人骤减至 7 人。与此同

时，科学馆面临着物资经费短缺的困境，虽

①郑贞文（1891—1969 年），福建省长乐县人，1918 年获日本东百帝国大学理论化学学士学位，归国后担任厦门大学
代理校长，1921 年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32—1943 年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②黄开绳（1895—1954 年），福建闽清坂东镇新壶村人，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化学硕士，1923 年先后在河北省立工业学
院和厦门集美大学任教，1931 年受聘于上海硫酸制造厂任工程师，1933 年任福建省立科学馆馆长。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96

2017 年第 04 期  总第 069 期

有省教育厅向下拨款，但此款项需分拨成公杂

费、动物饲料费、仪器采办费、学生实验费、

建筑维修费和员工生活费六个部分，综合下来

分到各部门的经费少之又少。在这样艰难的环

境下，科学馆仍能有条不紊地继续开展科学活

动实属不易。

2科学馆的组织章程及组织机构
福建省立科学馆作为建馆时间较早，开展

工作较有成效的科学馆之一，是实施民众科学

教育的新兴阵地也是实施民众科学教育的主

要机关 [9]。福建省立科学馆内设总务处、物理

学部、化学部和生物学部四个主要部门，除总

务处之外，每个部分设研究、实验、陈列各室，

方便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另外，为了丰富各个

学部的研究领域，物理学部增设气象测候所，

化学部附设矿物学部，生物学部增设动植物

园，同时该馆还成立了民众科学委员会和编辑

委员会，在抗战时期还另增设教育仪器制造部

及相应工厂 [10]。“无规矩不成方圆”，科学

馆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有效完备的管

理机制。福建省立科学馆在创办伊始即拟定了

多达 19 条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除《福建省

立科学馆组织大纲》《科学馆办事细则》《科

学馆章程》等管理章程外，馆长黄开绳本着认

真严谨的科学态度专门为各部门制定了相应

的规章制度，如《物理学部实验须知》《化学

部使用天平须知》和《生物学部应用显微镜须

知》[11]。

福建省立科学馆位于福州市西湖公园内，

占地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有楼屋一座七间，

单屋平房一座三间，动物饲养舍三间，厨房五

间，单层平房两间，双层平房九间等。馆内各

部设有实验室、图书室、展览室等。科学馆设

立后即派人各处采购各种仪器、药品、标本、

动物、模型及图书等。馆长黄开绳在筹备科学

馆的过程中亲力亲为，经常奔赴各地采办各种

鸟兽动物，花草虫鱼，并将其添置在馆内动植

物园区供人参观。

2.1 物理学部工作概况

福建省立科学馆物理学部主任由馆长黄

开绳兼任，另有指导员林龚谋、助理员林可钧 ,

该部门主要通过指导各校学生实验来丰富物

理教育的形式。众所周知，物理学是一门以实

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科学馆通过辅导学生进

行物理实验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物理知识。

为此科学馆还专门设立了自然科学实验室，其

中物理学部拥有普通学生实验室两间，分别是

光学实验暗室和电学实验室。学生在进行实验

时由本学部专业实验员及该校老师共同指导，

实验中所需仪器均由科学馆免费提供，并且每

隔一段时间由该部主任依情况进行适当的添

购。物理学部除普通学生实验所需仪器之外，

还采购了一系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实验仪器，

如水银气压计、光谱计、牛顿环、偏光器、望

远镜（折光式）、望远镜（回光式）、光电效

应装置、水电解器、赫兹无线电实验装置、X

射线管、荧光试验管、磷光试验管和共鸣音叉

等。学生进行的实验一般由科学馆自行安排，

主要实验有：（一）力学实验·天平的使用；

（二）水银气压计的使用；（三）热学实验·温

度计的使用；（四）音学实验·振动音叉；（五）

光学实验·凹凸透镜及三棱镜的使用；（六）

磁学实验·条形磁铁及蹄形磁铁的使用；（七）

电学实验·串并联电路的测量。这七类实验涉

及中学物理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声学

等方面，包含了中学物理学的基础知识，从很

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能力，

同时激发了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趣。

物理学部附设的气象测候所是福建省首

个观测当地气象的专门机构，观测内容有本地

气压、温度、风向、风速、云状、蒸发、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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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气象要素。每天观测三次，分别是上午九时、

中午十二时、下午三时，观测结束后公布于科

学馆门口的公告牌上，并于每日上午十时及下

午四时将所观测的结果告知省广播电台，由省

广播电台于下午六时通过广播告知本地居民。

具体观测事项有每日正午收听的各地气象报

告及正误报时以供参考，每夜九时观测日照、

雨量、蒸发量等各一次，每日下午五时将当天

所测气象告知福建民报社，于翌日清晨登载 [5]。

除了指导学生实验和观测本地气象之外，

物理学部还对学生的实验仪器进行了研究和

改良。抗战期间，时局动荡，科学馆于 1938

年迁至沙县以避战乱，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各

大海口均被封锁，很多科学仪器供应不足，馆

长黄开绳亲自筹办科学仪器制造厂，特命工程

师高涵跚带领三十多个仪器制造工人制造科

学仪器，以供急需 [12]。

2.2 化学部工作概况

福建省立科学馆化学部成立于 1933 年 10

月 23 日 , 早在该部筹备阶段就有省立职业学

校申请前来做化学实验，足可见当时的福建教

育对化学的重视程度。开馆之初，已有四所学

校前来实验，共计 216 名学生，此后逐年递增，

最多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上半年，

共有十一所院校来该馆做化学实验，合计 495

人，使用了大量的器材和药品 [5]。这些器材均

由科学馆免费提供，于实验开始前按人头发给

每个学生，不收取学生任何实验费，实验结

束后由工作人员照数收回。相较于物理实验，

化学实验的操作主要由学生独立进行，该部门

工作人员及该校教师只从旁辅导，如若有较大

问题，教师会集中进行讲解以便大家理解，

此种教法颇有成效。此外，在化学实验所需教

材的选择上，亦是十分谨慎，福建省立科学馆

遵照 1932 年 11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课

程标准》编成实验教程一册，以供各校学生参

考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馆长黄开绳曾是日本

九州帝国大学的化学硕士生，毕业后受聘于上

海硫酸厂，任工程师，由他翻译和主编的很多

书受到了当时业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著名的

是他主译的《化学工业大会》第九册。此外，

由他编写的《高中化学实验教程》为当时全国

各地高中普遍采用 [13]。

为了更好地开展化学实验，馆长黄开绳除

了编写相应的实验教程，还购进了大量实验

仪器及化学药品，其中玻璃仪器（托里拆利管、

烧杯、试管、酒精灯等）15 件，瓷制仪器（蒸

发皿研钵、漏斗）3 件，金属制仪器（铁架台、

镊子、砝码、天平等）17 件，化学药品（浓硫酸、

氯化钙、各种硝酸盐等）94 种 [4]，每年根据

实际情况陆续添购。考虑到化学实验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该部专门制定

了严格的实验规则及安全措施。在实验规则方

面，学生进行化学实验必须在指导员的监督下

严格遵照实验规范操作。在安全措施方面，该

馆的每个化学实验室都备有装满细沙的沙桶

一个，用于扑灭急火，同时，科学馆实验室均

备有应急药品，由专人管理，可谓小心谨慎，

防患于未然。

化学部作为福建省立科学馆的核心部门

不仅解决了当地中学化学实验的问题，并且制

备了许多有实际用途的药品和试剂，造福了当

地的百姓。抗战期间，交通断绝，物资紧缺，

尤其是药品、汽油、染料等物甚为匮乏，针对

这一情况，馆长黄开绳组织馆内工作人员研制

代用品，以渡难关。这些研制成果大部分被用

在了交通和医疗方面，如林一等人研制的汽油

替代品——松根油解决了当时运输困难的问

题。此外，黄开绳等人研制的“无水酒精”和“生

理盐水”供当地各家医院使用，很多病人得到

医治，其功不浅。

2.3 生物学部工作概况

福建省立科学馆生物学部的主要工作包

括指导各校学生生物实验和调查采制本省生

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立科学馆 <<< 徐悦蕾    白    欣 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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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标本以及筹设动植物园及水产所 [14]。省立

科学馆生物学部是福建省研究生物学的唯一

机关，由于当时很少有学校具有完备的生物实

验室，所以各校教师都积极鼓励学生前来科学

馆进行实验。馆长黄开绳命陈椿为生物学部部

长，负责生物学部全部事项，他认为建立学生

实验室不仅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生物学知识，更

希望通过生物实验使学生学会观察、思考、判

断、比较等研究能力。为了更好地凸显当地特

色，该部门采用的动植物标本几乎都是来自本

省所产的物种，开展的生物学实验也主要以适

应中国南部地区特色的实验为主。

不同于物理学部和化学部以实验为主的

学科特色，生物学部的核心工作是进行调查和

研究，但由于经费问题，无法购置充足的调查

研究设备，如观察仪器、生物图书、杂志、动

植物标本等，因此效果甚微。据统计，目前只

进行了以下四项研究工作：（1）福建省鸟类

调查，（2）田蛙卵细胞研究，（3）动物体内寄

生蠕虫之初步调查，（4）福建省蟹类调查。其

中鸟类调查是生物学部的主要调查工作，福建

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气候，所产鸟

类极为丰富。对当地物种的生物调查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尤其

是物产富饶的闽江流域 [15]。

生物学部附设动物园一所，置于科学馆左

侧，园内除本地特有的鸟类、鱼类外还经各处

采办了老虎、狮子、猎豹和猴子等动物，共计

84 种，229 头。考虑了资金状况，该动物园以

收取门票的方式维持经营。动物园建立之初，

吸引了大批游客参观，据统计，1934 年 5 月至

1935 年 2 月参观人数平均每月高达 15 000 人次，

1934 年 10 月份更是创造新高，达 29 887 人次。

设立专门的动物园旨在研究不同动物的

生活习性，并据此设计适合动物居住的生活环

境。不仅如此，有些动物生性凶猛，通过人工

驯养，方便改良其凶猛习性，造福人类。遗憾

的是这一盛况并未维持多久，抗战导致经费不

足，动物园内许多动物都被饿死，所剩的几只

动物也被转移到福州市动物园 [16]。

3科学馆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
民国时期，科学文化受到了国家普遍重视，

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大批爱国

志士渴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来解救中

国。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在政府的支持下中

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并

在全国各地设立各个科学机构，向全国传播和

普及科学知识，以期提高人民素质 [17]。福建省

立科学馆的建立就是福建省响应中国科学化运

动的重要举措，其主要任务是：（1）辅助学

校进行各门科学教育，（2）向民众普及科学

文化知识。为此，省立科学馆于 1934 年 5 月

专门成立了民众科学教育委员会，同时开展了

一系列科学普及活动，具体活动如下。

3.1 举行通俗讲演

民众科学教育委员会自成立之初就在馆

内定期举办科学讲演，其中用到一些先进的仪

器，如投影、幻灯片等，通过这种方式向民众

阐述自然界的规律及科学的原理，激发民众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通俗讲演举办以来，吸引了

大批观众，不仅包括当地在校的学生老师，许

多附近的居民也纷纷前来听讲，每场讲演都座

无虚席，甚至有的观众站着听完整场，场面十

分盛大。组织者思及此类讲座未能遍及全省，

实属遗憾，遂决定同年 9 月起，将通俗科学讲

演深入到各个地区、各个乡镇、各个学校（包

括私立学校在内）。为了增加宣传力度，科学

馆还组织馆内工作人员向当地民众纷发印有

科学常识的手册及印有通俗讲演信息的宣传

单，借以唤起民众对科学的兴趣。据资料显示，

通俗讲演平均一周举办三次，讲演内容丰富多

样，主讲人都是当时在该领域颇有建树的学

者，具体讲演内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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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放映场次以供所需。省立科学馆通过播放

科学常识类电影，使观众得知科学之基本事实

与日常生活之关系，从而养成观察和实验的科

学精神 [20]。

3.3 编辑出版墙报

从 1934 年 1 月份起，省立科学馆每月出一

次“大众科学”墙报，粘贴于大街上以供大众

阅览。“大众科学”墙报共有六个专号，分别

是《月蚀专号》《九二米·八一麦专号》《儿

童卫生专号》《防空专号》《营养专号》和《夏

令卫生专号》。其中《月蚀专号》的内容多以

科学常识为主，有时还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学

生实验。如表 2 所示。

由于篇幅限制，表 1 仅展示了 1934 年 5

月到 1935 年 1 月期间的科学讲演，已足见福

建省立科学馆举办的科学讲演种类之多、民众

参与的热情之高。

3.2 放映科学影片

除定期举行通俗科学讲演之外，省立科

学馆还组织放映各种科普电影及幻灯片。电影

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在当时得到了

广大群众的欢迎，并随着民间力量的推动引起

了国民政府的重视，1932 年陈立夫等人组织

了中国电影教育协会，旨在研究和推进中国电

影教育事业 [18]。福建省立科学馆作为实施电

影教育的先行者，组织和开展了各种电影教育

活动。该馆所选影片多为卫生保健类和科学常

识类，内容通俗易懂，贴近生活。以电影进行

科学教育的方式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

科学的理解难度，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大力支

持。从 1934 年 5 月起，科学馆的工作人员进

行定期的电影放映活动，此活动与科学讲演同

天进行，白天进行科学讲演，晚上放映有声电

影，一周进行 2~3 次，一般播放有《水上昆虫》

《日月与地球》《人类的由来》《日月蚀的原因》

等科学片 [19]。据资料显示，每逢有电影播放，

群众必蜂拥而至，座无虚席。为了满足广大群

众的观影需求，馆内负责播放电影的工作人员

经常背着放映机前往各个单位播放影片，如省

立医学院、省立女子中学、福州市卫生防疫局、

少年儿童宫等。有时恰逢劳动节、儿童节还会

时间
1934 年 5 月 13 日
1934 年 5 月 19 日
1934 年 6 月 25 日
1934 年 6 月 27 日
1934 年 10 月 1 日
1934 年 10 月 16 日
1934 年 10 月 25 日
1934 年 12 月 20 日
1935 年 1 月 5 日

地点
省立科学馆
省立科学馆
福州中学
光华小学
牛田乡
协和大学
私立中学
榕西中学
省立科学馆

主讲人
黄开绳
林龚谋
林龚谋
林诚善
林诚善
郑作新
叶在峻
叶在峻
施家钟

讲演题目
《氧气》
《真室放电》
《肺痨病之预防》
《科学救国》
《农业的改良》
《生物与人生》
《纸的来源》
《血液循环》
《化学与家庭》

观众人数
551
586
874
614
524
220
564
484
502

表 1 福建省立科学馆举行的科学讲演
（1934 年 5 月—1935 年 1 月）

作者
余志坚
郑作新
林诚善
林龚谋
林龚谋
陈椿
林龚谋
陈椿
黄开绳

题目
《胃液发现的来历》
《本地常见之两栖动物》
《关于动物园一些知识》
《X 光线如何解析物质之构造》（译）
《超低温度的世界》
《萤的研究》
《论光之性质》
《人体外部器官之功用》
《有趣之化学实验》

表 2  福建省立科学馆《月蚀专号》墙报

这些墙报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

其中名为《X 光学如何解析物质之构造》的墙

报是由林龚谋翻译的国外译著的内容整理而

来的。这些墙报经展览后统统陈列于科学馆里

的图书馆内。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内除收集

购置的大量科普读物，还陈列了许多优秀的国

外译著。

3.4 采购和制备仪器药品

省立科学馆于 1934 年 1 月起，向上海订购

科学杂志 20 余种，理化图表 38 幅，化学教具

38 种，化学药品 27 种，物理教具 13 种，生物

学教具 18 种 [21] 。其中购进的科学杂志存放于科

学馆图书阅览室，给予了当时学习自然科学的

人们不少帮助，但是由于经费短缺，一些新出

版的科学图书未能尽数购买。此外，购进的 38

幅彩色图表均采用道林纸彩色印刷，画面清晰，

民国时期的福建省立科学馆 <<< 徐悦蕾    白    欣 史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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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题目
《灯光之进步》《动力进展》《物体与色》《光
之各种现象》《蒸汽机发展》《各种电磁波及应
用》等 16 幅

《生铁之制造》《元素原子化学之演进》《氮之
循环》《铀钸之临界质量及其原子核之分裂现象》
等 15 幅

《有害之动物——鼠》《有害之动物——蝇》等 7 幅

表 3  福建省立科学馆通俗科学教育图表名称

1937 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福建

省也陷入危机之中，科学馆遭遇了开馆以来最

重大的物资危机。理化实验器材的缺乏导致学

生实验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渡过难关，馆长黄

开绳组织全馆员工设计实验仪器、研制实验药

品。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研制出科学实验所

需仪器 378 件，药品 15 种 [22]。这些仪器及药

品，一部分供给科学馆日常使用，一部分提供

给附近中小学进行实验教学。鉴于科学馆独立

研制实验药品的成果显著，科学馆还专门成立

了科学教育仪器制造训练班，该训练班招收了

40 余人，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3.5 创办民众学校

1934 年初，福建省立科学馆为了大规模

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将教育范围扩大至贫困

郊区，于同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20 日设立辨理

冬学会，招收学生 100 人。这些学生家境十分

贫困，但他们的父母希望其能识字辨理。冬学

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组，每天上课 2

小时，教材由科学馆免费油印发给，主要课程

有识字、卫生、算术和唱歌。同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27 日成立了辨理之人力车专业工人夜校，

招收学生 58 人，分编两个年级，课程有政治、

文化、珠算、时事、文娱、工学大课。综合这

两次辨理学校的创办，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

是通过此类活动，科学馆负责人总结出两条宝

贵经验：一是生活困难，导致学生无心上学，

唯有提高经济基础才能兴办教学；二是学习要

趁早，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应该多多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

4科学馆的特点及作用探析
鸦片战争之后，福建省成为最早对西方开

放的主要省份之一，相较于别的省份，福建省内

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较多，如厦门大学的教授

大多为留美学者，福建省立科学馆馆长黄开绳

是留日学者 [23]。

1933 年建立的福建省立科学馆是近代中

国地方教育成就的重要代表，科学馆的任务在

于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辅助学校进行科学教

育，为学生提供进行自然科学实验的场所及设

备。通过对民国时期福建省立科学馆及其主要

开展的科普活动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

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历程的雏形。纵观福建省

立科学馆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1）良好的设备条件

一个科学馆从筹办到发展，不仅需要政府

和资金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较为完善的技术支

持和设备条件。福建省教育厅曾拨专款给省立

科学馆，用于购买大量的实验设备、教具仪器、

科学挂图、科学书籍等，其中物理学仪器 11 种，

共 994 件；化学仪器 33 种，共 4 702 件；生

物学仪器 9 种，共 2 026 件；科学图书 3 450 册。

（2）专业的技术人才

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完善的实验设备是科学

馆发展的有力保障。福州省立科学馆在筹备之

初，中国正处于艰苦困难的时期，在如此恶劣

的条件下依然成绩不菲，离不开馆内工作人员

的辛勤工作，甚至在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科学馆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也没停

止进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样一批先进知识分

子的努力下，才有福建省立科学馆的蓬勃发展。

（3）多样化的民众教育形式

福建省立科学馆在普及性教育方面形式

多样，不仅包括定期的科学讲演、张贴科学常

识标语、广播科学常识、放映科学电影及幻灯

生动有趣，具体内容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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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设立辨理冬学会，还在馆内设立了动物园、

植物园、气象测候所，创办仪器制造培训班等。

这些活动拉近了民众和科学的距离，不仅培养

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同时激发了民众对自然界

的兴趣，从而达到民众教育的终极目标。

总而言之，福建省立科学馆作为民国时

期福建省科学教育的核心机构，是继湖北省立

科学馆之后第一批成立的省立科学馆，堪称民

国时期最具特色的省立科学馆之一 [2]。福建省

立科学馆不仅在地方甚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力。民国时期，福建省科学教育不断发展，尤

其是在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的带领下稳步前

行，省立科学馆、省研究院等科学教育机构不

断建立和发展，科学教育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

受，推动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提高了当

地居民的文化水平，为全面提高民众素质起到

了示范带头的作用。

5结语
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科学馆事业，科学

馆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福建

省立科学馆作为最具特色的科学馆之一，不论

是在建馆规模还是开办时间上都处于领先地

位。相较于同时期建立的其他科学馆如河南省

立民众科学馆，福建省立科学馆的科学活动则

不受活动范围限制，不满足于仅在本馆内举办

教育活动 [24]，而是深入福建省各个学校、机构，

甚至偏远地区进行科学普及活动，开办理科补

习班和工人夜校，使得民众科学教育得以深入

群众并迅速发展，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

了新的血液与活力。同时，探究科学馆的民众

教育功能对当今的科学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科学馆作为青少年学习的“第二课

堂”，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课外学习资源，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理科实验，有效地促进了学

生自然科学的学习。对于现代教育而言，科学

馆仍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主要场所，只是在

形式和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

（2）科学馆针对民众开展科学普及活动

如举办科学知识讲演、发行科学常识手册、放

映科普类影片等。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得以传承

下来，现如今许多科学馆仍以此类形式进行科

学教育，效果显著。

总体而论，福建省立科学馆作为地方性民

众教育机构的代表，从 1933 年建馆到 1952 年

结束，持续时间近 20 年。该馆自成立以来，

通过辅导中学生实验、定期举行科学讲演、放

映科学影片、创办辨理冬学会等途径，积极致

力于民众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阔

了民众的视野，在普及科学知识、破除迷信、

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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