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科
普工作被提高到了与科技创新并列的
位置，说明当今科普工作责任重大。
笔者认为，科学的普及应该是科学家
要承担的任务，而且科普工作是提高
全民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
要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

相对来说，有的学科科学普及
比较难做，写一篇科学论文可能很
容易，要写一篇好的科普文章反而
不容易，所以我强调，应该在实践
当 中 进 行 科 学 普 及 。 举 个 例 子 来
讲，地质的科普应该结合实例，结
合当地的防灾减灾情况进行宣讲，
增加老百姓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让
他们知道如何开发利用资源，如何
防范自然灾害。

科技人员应该注意强调科学普及
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就全民文化来
讲，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非常
厚重，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科普工作应该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相结合。科学普及使得全民的科学素
质得到提高，让一般的老百姓也能对
自然有科学的认识，这对传统文化来
说，也是一个激浊扬清的过程。

首先，文化是发展科技的重要基
础。我国文化史和科技史都很悠久，
在 《尚书》《尔雅》《易经》 等文化典
籍中，就涉及风雷雨等自然科学现
象。古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当时的人
们用科学来解决民生问题，比如中国
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
药、指南针，1942 年英国科学家李约
瑟总结出来，体现了国际上对中国古
代科技的认同。同时，四大发明也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文化丰富的内涵为科技发
展提供养分。文化的发展给科技的发
展提供了想象。比如中国的古代小说

《封神榜》，体现了我国民间科学的幻
想，千里眼和顺风耳，实际上后来这
些“幻想”之光慢慢照进现实，千里
眼可以联系到望远镜，还有遥感卫

星。顺风耳就可联系到现代的手机。
原先古人只是有些想象，但科学的发
展使得这些文学的想象慢慢变成现
实。

再次，科技和文化是社会发展的
两个轮子。文化和科技相融合，是社
会健康发展的动力。只有科学技术这
一个轮子，社会也可以发展，但容易
偏移，两个轮子就可以更好地推动社
会向前进步。比如，现在汶川地区很
快就重建起来，除了技术进步，还跟
中华民族有不屈不挠的传统信念有
关。这种传统文化的信念，对一个国
家来说是前进动力，也会促进科学技
术的-发展。

总之，科学普及提高全民的科学
素质，我们现在应该把中国传统的文
化继承下来，和科技创新相融合，这
样老百姓容易接受，我国民众的科学
素质也能得到更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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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科普作品，带给人的不仅是知
识和好奇心，更有缜密的逻辑思维、锲
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将所从事的科研活动逻辑清晰地与
不同人群交流，都是科普，只是层次、
角度有别。“做科研只是一种能力的体
现，而科普则会让年轻科学家更多的能
力得到锻炼与发挥”。中科院院士褚君
浩认为，作为院士群体中的一员，投身
科普是一份职责。

做科普因材施教，内容因人群而异
“很多人感觉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

正业，做不好科研才去做科普。而我却
觉得，科普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天地，可
以调动起更多资源。”褚君浩所言，此
次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不是因
为科研，而是基于多年来他在科普领域
的杰出贡献。

曾做过多年中学老师的褚君浩，科

普时十分讲究因材施教，科普内容也因
人而异。他将科普人群大致分成几类:一
类是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这类人需要高
密度提供前沿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和大背景；一类是大中小学生，除了深
入浅出地介绍科学知识外，更重要的是
励志，引导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
一类则是社区大众，他们主要对当下热
点蕴含的科学内容感兴趣。所以，褚君
浩的科普讲演大多会收获无数好评。

科普与科研相生相长，相互借力
既是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又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是第
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上海市
政府参事，褚君浩将这些工作都做得十
分出色。秘诀何在？他说，如果把这些
事情割裂开来做，精力根本不够，但如
果将它们统筹起来，就会相生相长，相
互借力，调动资源———个中关键就是

“科普”。
他完全不同意“科普浪费时间”的

说法，反而觉得科普为自己带来了更多
的机会。“能做好科普的科学家，科研
才可能有大格局。”褚君浩一直这样教
诲学生，因为能让别人听得懂专业艰深
的东西并对之感兴趣，说明自己对专业
的理解一定十分透彻深厚，同时自己的
逻辑表达也会受到训练，反过来促进科
研能力提升。

改变科普“做再多再好也白干”的
情形

这些年来，褚君浩的科普做得风生
水起，可他坦言，2005 年当选中科院
院士前，他用在科普上的时间“十分
小气”。原因很简单，因为科普工作并
不计入科研工作者的工作量，无法体
现在考评体系中，说白了就是“做再
多再好也白干”。对于身处竞争激烈环

境下的科学家而言，即使有强烈的兴
趣 ， 在 科 普 上 投 入 精 力 也 要 左 右 权
衡，仔细思量。

他觉得，应该将科普的权重，在科
研考评体系中体现出来。“做科研只是
一种能力的体现，而科普则会让年轻科
学家更多的能力得到锻炼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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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好科普，科研才可能有大格局

“科普较大的难处是公民尚未树
立起科普消费的意识，科普市场仍
未形成规模。我认为，大众的科普
需 求 是 需 要 创 造 ， 也 是 可 以 创 造
的。”日前，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
康友如是说。

公民科学素质不高仍然是我国创
新发展的“短板”。全民科学素质的
普遍提升与创新紧密相关。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离不开科普工作。王康友
表示，“要做好科普，光靠政府是不
够的，需要培育市场，发展科普产
业。我认为，应该发挥好引导作用，
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科普产业发
展。市场的推动会促进科学普及效果
提升，只有消费者参与进来，才能促
进更多更优秀的科普作品创造出来，
满足更多人的科普需求。”

满足大众的科普需求是做科普工
作所不容忽视的，否则，已开发出
的大量科普产品无人问津，就会造
成资源浪费，也难以达到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的目的。王康友以多年的
科普研究经验告诉我们，科普产品
定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量身定做”，
并且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他说，

“老年人很少用手机，但他们大部分
有看报纸的习惯，年轻人很少看电
视，他们大多上网，所以同样的科

普内容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喜好，
做出多种形式的作品，在多个终端
传播，使传播效果达到最佳。”

科普在传播过程中，有很多因素
是不受传播者控制的，内容传播出
去，并不代表受众接受并消化了。
王康友用形象的例子解释道，“做科
普就像你对着别人的耳朵传达一个
信息，别人听与不听要看内容与他
们的相关性，若有关系，他们自然
而然会听你说并且还能理解吸收；
若没有关系，他们就很难认真听你

说话。”提升全民的科学素质任务艰
巨，科普工作者肩负重任。王康友
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充
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
内在的需要，这样才能提升科普工
作的成效。

随着科普工作不断深入，怎样突
破传统的传播方式，创新科普工作
的思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王康
友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科普的
画面，“科普资源极其丰富，把它们
储存在网络云平台，分成很多详细
的类别，大众就像点菜似的，想看
什么看什么，想学什么学什么。”他
还强调，在做科普产品前，一定要
提 前 调 查 研 究 ， 了 解 大 家 需 要 什
么 ， 让 科 普 作 品 更 符 合 人 们 的 需
求，深入人心。

此外，王康友认为记者在科技传
播中发挥着放大器的作用，所以在
报道内容方面一定要把握好尺度。

“学会与科学家交朋友是做科技记者
一件重要的事，采访前一定要做足
功课，掌握报道内容的科学性，还
要站在大众的角度，用他们容易理
解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还强调，做
记者一定要不断树立声誉，这样才
能获得大众的认可。

新华网 2017.6.22 文/刘丫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说：

科普需求需要创造也可以创造

王康友

科普也应该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

褚君浩

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出席活
动启动式，为科技服务队授旗，宣布“科技列
车西藏行”活动启动，并看望现场服务的科技
人员和科普工作者。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 治 区 常 务 副 主 席 庄 严 ， 自 治 区 副 主 席 石 谋
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出席启动式，科技部
政策法规与监督司贺德方司长代表主办单位介
绍了活动整体情况。

开展科技列车西藏行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
要的位置”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启动
式后，专家将分头深入拉萨市、日喀则市和那
曲地区，举办林业知识、科学找矿、防震减灾
等科普知识宣传活动，组织现场义诊、手术示
范 、 农 牧 技 术 指 导 、 科 技 项 目 对 接 等 现 场 活
动，捐赠一批科技和科普物资，开展科技和科
普培训，并举办“拉萨科学之夜”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西藏地
区的科普能力比较欠缺，借着此次“科技列车
西藏行”的东风，自治区将加大经费投入，动
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科普工作，下大力气
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包括我在内的西藏广大科
技工作者都有义务和责任投身和参与藏区科普
工作，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给藏区同胞带来更多
的科普知识和科学技能。”

据介绍，科技活动周已成功举办 17 年，成
为 全 国 科 技 活 动 内 容 最 丰 富 、 公 众 参 与 度 最
高、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品
牌 科 普 活 动 ， 在 社 会 上 产 生 了 良 好 的 导 向 作
用 。 作 为 科 技 活 动 周 活 动 之 一 的 “ 科 技 列 车
行 ” 从 2004 年 启 动 以 来 ， 对 推 动 我 国 西 部 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创新发展和脱贫
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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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第
四次全国科技援藏工作会议，全国科技活动周
重大品牌示范活动——科技列车行活动启动式 6
月 23 日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100 余名科
技、卫生、科普专家将在西藏开启为期一周的
科技服务和科普活动。

科技列车西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