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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regional scienc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ultural quality of citizens through diversified exhibition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nd analyze how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y innovating the exhibition content, 
strengthening science education and ho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itize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cience museum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exhibition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forms to meet the need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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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怎样传播科学文化提高公民素质
李文君

克拉玛依科学技术馆，中国·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  要

科技馆作为地区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展览、教育活动及互动体验，有效提升了公民的科学素养与文化
素质。论文旨在探讨科学技术馆的传播策略与实践效果，分析其如何通过创新展览内容、强化科普教育、举办科技活动等
方式，促进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应用，进而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研究发现，科技馆在推动地方科学文化发展、增强公众科
技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需持续优化展览内容与教育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科普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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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了教育、科

技、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的要求。科技馆作为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其使命

不仅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是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公民科学

素质的重要途径 [1]。科技馆通过举办各类科普活动、讲座和

展览，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

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这些活动有助于公众掌握科学知识，

同时也为社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普及，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科技部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对科

学普及工作的重视，以及对科普人员激励机制的完善。在新

时代背景下，科普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2,3]。《关

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科

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科普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构建社会化协同、数字化传播、规

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科普生态。因此，论文旨在

深入探讨科技馆如何更有效地传播科学文化，提高公民科学

素质。

2 面临的挑战

2.1 科普资源分配不均
科技馆在科普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资源分配

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城乡之间的科普资源分配不均是一个

突出的问题（图 1）。城市中的科技馆通常拥有更先进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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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更丰富的科普活动，而农村地区的科技馆则往往设施简

陋、活动单一。这种差异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接触和体

验科学的机会上存在显著差距，影响了科普教育的公平性 [4]。 

不同地区间的科普资源分配也存在不均衡现象（图 2）。例 

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有更多的可能参观科技馆，而经

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则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提供这样的

机会。

图 1 城乡居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

图 2 东西部科学素质发展状况

2.2 科普形式单一
随着当今时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与迅猛进步，广大公众

对于科普知识传播形式的需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转变。长久以来，传统的科普活动形式，诸如科普讲座、科

普展览等，在普及科学原理、传递科技新知方面确实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面对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这些传统的科

普手段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全面覆盖

并满足公众对科普形式更加新颖、丰富、互动化的深切期望。

2.3 科普人才短缺
科普工作因其涵盖的广泛科学领域和深入的专业知识，

自然而然地对其从业者提出了较高的专业性要求。这不仅体

现在对科学原理的准确理解上，还涉及如何将这些复杂的知

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公众的能力。然而，当前许多科

技馆在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却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短缺现 

象 [5]。这种人才缺口不仅限制了科技馆在科普教育活动中所

能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深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普教育

的整体效果，使得公众在获取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的道

路上遇到了不必要的障碍。

2.4 政府投入力度不够
虽然“十四五”期间科技馆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实体科技馆建设和发展不平衡，中小科技馆服务能力相

对薄弱，科技馆优质科普资源有效供给不足，全国科技馆资

源共享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科技馆的运行和发展需要稳定

的经费支持，但目前一些地区的科技馆经费投入不足，影响

了科普活动的质量和频率，制约了科技馆服务能力的进一步

提升。

3 科技馆的传播科学文化的策略

3.1 更新科普教育理念
科技馆作为社会教育的新领域，不仅承载着科学成果

的展示功能，还提供了培训与实验的实践平台。传统上，科

技馆侧重于静态的展示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

参与互动。而现代科技馆应当转型为教育课堂与实验基地，

对正规教育体系形成有益的补充，通过形象生动的展示手

法，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精神与创造力，引导他们成为知识的

积极探求者。科技馆需在科学性、趣味性、创新性和探索潜

能等方面，对展品与展览进行持续优化，以全面而深入地展

现科学原理及其实际应用。科技馆教育也面临着一定的局限

性，尤其是固定展览的高昂成本及较低的更新频率，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受众的广泛性。因此，科技馆应当采取“主

动服务”的策略，举办新颖独特、成本效益高且时效性强的

临时展览，以此拓宽科普知识的传播渠道。科技馆还应积极

组织科普培训与公益讲座活动，涵盖职业技能培训、特长兴

趣培养以及面向广大公众的科普宣讲，旨在提升公众的科学

素养，充分履行其社会教育的职责与使命。

3.2 创新展览内容
科技馆倾力打造创新与趣味兼具的展览内容，将地方

风貌与科技的最新成果相融合，细心设计一系列主题鲜明、

高互动性的科普展示。例如，借助虚拟现实（VR）及增强

现实（AR）等前沿科技，构筑沉浸式的科普体验空间，让

观众得以在虚拟情境中探秘宇宙的奥秘、亲身感受科学原

理，极大地点燃了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科学的热情

与探索的渴望。同时，科技馆持续刷新展览素材，确保科普

资讯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满足各年龄层观众的学习需求。

3.3 强化科普教育
科技馆不仅扮演着科学成就展示的角色，更是一个促

进科学教育的互动舞台。科技馆凭借组织科普研讨会、科学

实验工作坊、科技暑期训练营等多元化的活动形式，把深奥

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实践体验，助力公众，特别是

青少年，深化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并在此过程中锻炼

他们的科学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另外，科技馆还主动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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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社区，推行“科普校园行”“科普社区行”等项目，

将科普教育资源拓展至更广大的受众群体，显著增强了科普

教育的普及程度与影响力。

3.4 举办科技活动
科技馆着力于促进科技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借由定期

开展的科技比拼、创意挑战赛、科普展览启动仪式等多元化

活动，为科技领域的专家、学子及广大民众搭建了一个展现

成果、碰撞思想的平台。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科技创新的前

沿动态，还点燃了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热情与参与意愿，加速

了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进程与应用落地。与此同时，科技馆还

诚邀国内外知名科学家与科普专家，举办学术论坛与讲座，

提升本地区的科技文化素养。

3.5 优化科普资源配置
基于政府政策的引领，广泛汇聚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致力于科普资源在城乡及各社会群体间的均衡分配优化，确

保科普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获得实质性保障。高度重视与

学校、社区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合作互动，通过打造多样化的

合作模式，不断拓展科普教育的传播途径，创新其展现形式，

进而切实增强科普教育的覆盖广度与社会影响力，使更多民

众能够接触到优质的科普服务。

3.6 创新科普形式
借助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积极探索一系列更加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科普传播方式，满足公众日益多元化的科

普信息接收需求。涵盖在线科普课程、精炼有趣的科普短视

频以及寓教于乐的科普游戏等多种渠道。高度重视科普内容

的创意策划与精良制作，力求通过新颖独特的视角、生动形

象的呈现手法，来大幅提升科普教育的吸引力和实际成效，

使科普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激发公众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探

索热情。

3.7 加强科普人才培养
科技馆的蓬勃兴盛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育与智慧的注

入。组织专业培训至关重要，提升员工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

平，强化其综合素养，从而灵活应对多样化的工作需求与挑

战。通过专业培训，紧跟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新教育观

念，提升科普教育的品质。科技馆之间应深化学术交流与技

能切磋，携手共进。科技馆的发展渴求多学科、跨领域的高

学历、高素质技术人才。然而，人才短缺与流失问题却不容

忽视。对此，需加大社会公开招聘力度，吸引并引进专业技

术人才，同时妥善解决编制安排、薪酬待遇以及技术职称评

定等问题，有效遏制人才流失。高度重视与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权威学术机构的紧密合作，共同构建科普人才的深度

交流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这种跨领域的协同合作，进

一步推动科普人才队伍的壮大与优化，从而有效提升科普教

育的整体质量与水平，为科普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3.8 加大政府调控
鼓励地方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科技馆体系建设

发展，建立合理的经费投入与预算支付政策，保障科技馆经

费随事业发展同步增长。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支

持各级政府将科技馆体系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动制定《科技馆条例》。鼓励社会力量以投资、捐赠、资

助等方式参与科技馆体系建设与发展，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建立多元经费筹措机制。

4 结语

科技馆作为地区科学文化传播的核心阵地，通过不断

更新展览内容、持续强化科普教育的力度以及精心策划并举

办各类科技活动，已经显著地提升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与文化

层次。这些成功的实践不仅为地区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科普工作提供了极具

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科技馆在科普事业上的征

程仍然任重而道远。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科普工作的需求

与挑战，科技馆需要进一步优化科普资源的配置，积极探索

并实践更多新颖有效的科普方式，同时，加大对科普人才的

培养力度，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普人才队伍。只有

这样，科技馆才能持续地为促进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进

步与创新发展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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