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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spreading science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the	science	museum	showcas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chievements, allowing audiences to intuitively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science, while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patriot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ience	museum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s soci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ric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hould match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strength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reak the discipline barriers, expand the 
service radiation, establish a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 databas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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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在传播科学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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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馆作为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场所，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和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科技馆
通过展示科学知识与成果，使观众能直观体验科学的魅力，同时弘扬科学精神和爱国热情。另一方面，科技馆通过丰富的
科普活动和互动展览，有效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促进社会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支持。面对新时代的需求，建议科技馆与
国家科技战略对标，加强学术研究与理论建设，打破学科壁垒，拓展服务辐射面，并建立多学科专家库，全面提升现代科
技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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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科技进步成为推

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公众科学素养的普遍提升仍

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科技馆，作为普及科学知识和

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承担着教育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的使

命。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科技馆

的角色和功能也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它们不仅仅是知识的

传播者，更是社会科技教育的引领者和创新文化的建设者。

此外，科技馆还具有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作用。因此，探究科技馆在传播

科学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对于推动科技馆与时俱进、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2 科技馆在传播科学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

2.1 科技馆能够传播科学知识、体验科学文化成果
科技馆在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核心机制是通过互动体

验、现场讲解以及媒体融合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亲身体

验是科技馆教育的重要形式。访客可以通过操作模型、参与

实验等互动方式，直接触摸和操作科学装置，这种参与性的

学习让复杂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易懂，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

兴趣和效果。例如，通过模拟飞行器体验航空物理学原理，

或在虚拟实验室中进行化学实验，使得科学知识的吸收更加

生动和持久。另一方面，科技馆的讲解员扮演着知识传递者

和互动引导者的角色。他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富有表现力的

肢体语言，帮助访客理解复杂的科学概念和发现，讲解过程

中的即时互动也让公众有机会即刻解决疑问，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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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还利用多媒体和数字技术来扩展其传播范围，

通过视频、互动软件、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

技术等方式，增加展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这些技术不仅使

得科学知识的展示更加吸引人，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将科

学文化传播到馆外，使更广泛的公众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和学

习科学，从而更全面地推广科学文化，开启更多人的科学探

索之旅。

2.2 科技馆能够弘扬科学精神、传递爱国热情
科技馆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和文化的关键平台，其角色

不仅限于教育和娱乐，更是弘扬科学精神与爱国热情的重要

场所。科技馆通过举办各类科普展览和活动，有效地向公众

传递了科学探索的核心价值和精神。这些展览通常会展示国

内科技成就，讲述中国科学家在不同领域中的开拓进取和无

私奉献，如中国航天的壮丽历程、深海探测的创新技术等，

从而激发公众的国家自豪感和爱国情怀。科技馆在介绍科技

成就的同时，也深入传达科学家们所体现的精神：如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敢为世界先的创

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

科研的奉献精神；以及团结协作、集智攻关的协同精神。通

过展示这些精神，科技馆不仅教育公众认识和理解科学，更

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学习这些精神，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从而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教育方式有效地将科

学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让公众理解到个

人发展与国家利益的共通之处，从而激发起更广泛的爱国热

情和参与科技创新的动力 [1]。

2.3 科技馆能够提高国民科学素养、促进科技进步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

样调查显示，2020 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了 10.56%，较 2015 年的 6.2% 提高了 4.36 个百分点，较

2005 年的 1.6% 提高了 8.96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不仅显示

了中国在提升国民科学素质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也标志着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然而，与

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仍有一定差距，且中国

科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科技馆在这一背景下发挥

了重要作用。通过展览、教育活动、互动科普等多种形式，

科技馆不仅提供科学知识的学习平台，还激发公众对科学的

兴趣，促进科学思维方式的普及。例如，科技馆内的展览能

够将抽象的科学概念通过可视化和互动化的方式具体呈现，

使访客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此外，科技馆通

过举办讲座、工作坊等教育活动，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公众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机会，特别是对科学素质薄弱的群体，如

边远地区学生、老年人等，科技馆提供的教育资源能够有效

地补充其学习需求，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科技馆

作为提升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力量，不仅帮助公众建立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贡献力

量，是科学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3 对现代科技馆体系实现科学文化价值引领
的建议

3.1 加强现代科技馆体系学术研究，支撑现代科技

馆体系理论建设
科普场馆在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方面具有悠久的

历史职能和重要使命。这一职能不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

渐演化和完善的，而且是在科普场馆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丰

富和调整的结果。科普场馆的类型和功能的多样性，反映了

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多样化，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业文明还是

生活科学，都体现了社会公众对科学文化需求的增长和扩

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在不断

变化，这要求科普场馆在传播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继

承和弘扬传统科学精神，还必须敏锐地捕捉和跟进科学发展

带来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因此，加强对现代科技馆体系的学

术研究，尤其是理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为了有

效支撑现代科技馆体系的理论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首先，建立和完善科技馆学科研究体系，重视科技馆学

的学术地位和研究深度，提升科技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

响力。其次，强化科技馆与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合作，共

同探索科学传播的新模式和新策略，促进科学文化的创新传

播。再次，关注国际科技馆发展动态，引入国际先进经验和

理念，丰富中国科技馆的功能和展示手段。最后，加强跨学

科研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

公众科学素质提升的有效途径，以及科技馆在社会科学普及

中的作用和影响 [3]。

3.2 打破科学与文化的专业壁垒，拓展现代科技馆

体系辐射面
随着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发展，现代科技馆体系

已经在国内外科普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为了进一步提升公

民科学素质，并促进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现代科技馆需要

超越传统的展示与教育功能，转向更加综合和多元的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科技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包括打破现有的

学科和专业壁垒。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在科技领域内部提升交

流与合作，而是需要将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等其他文化领

域相结合，形成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和展示平台。2021 年 11

月 22 日成立的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就是一个积极的例

子，它标志着科技和文化领域间合作的新起点。为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在宏观政策与微观执行层面上进行全面的策略部

署。从宏观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应当鼓励和支持科技馆与

其他文化设施如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等的深度合作，共

同开发包含科学元素的文化项目。在微观层面，各科技馆需

要探索与地方文化、教育机构和社区的合作，共同开展科普

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此外，科技馆应采用更加开放和包容

的策略，不仅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且要激发公众对科学

的兴趣和思考。通过举办科技与艺术交叉的展览、工作坊、

讲座等活动，科技馆可以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特别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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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上可能不太接触科学的人群。打破科学与文化的壁

垒，促进科技馆体系的跨界合作，不仅能扩展科技馆的辐射

面，也能为公众提供一个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科学文化体验。

3.3 建立多学科专家库，全链条指导现代科技馆体

系建设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馆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分布情

况，这为科技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具体来

说，国家级科技馆数量极少，只有 1 座，占比 0.23%，这反

映出国家级科技馈赠中心性、标杆性的角色。省部级科技馆

有 31 座，占 6.95%，这说明在省级范围内，科技馆承担着

区域性的科普教育和科技推广任务。地市级和县级科技馆数

量占比较高，分别为 42.15% 和 50.00%，合计占到了全国科

技馆总数的 92.15%。这一比例表明，科技馆的基础设施和

服务在基层的普及程度较高，这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

众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县级科技馆数量最多，突出显示

了科技馆服务于基层、覆盖广泛人群的特点，这对于推动科

技教育的均衡发展非常关键。此外，其他类别科技馆的数量

极少，仅有 3 座，占比 0.67%，这可能包括特定主题或特殊

类型的科技馆，如企业科技馆或临时展览空间。尽管数量不

多，但这些科技馆可能在特定科技领域或创新展示上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这种分布模式支持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多

层级、广覆盖的现代科技馆体系的必要性。为了进一步优化

这一体系，建议建立一个包括多学科专家的知识库，这将有

助于全链条地指导科技馆的建设和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

科技创新和科普教育的目标 [4]。

表 1 全国各级别科技馆数量分布

级别 数量（座） 占总数比例

国家级 1 0.23%

省部级 31 6.95%

地市级 188 42.15%

县级 223 50.00%

其他 3 0.67%

4 结论

论文通过分析现代科技馆体系在科学文化价值引领方面

的重要作用和实践路径，提出了几点建议：强化科技馆的科

学教育功能、加强学术研究与理论建设、打破学科壁垒、建

立多学科专家库。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提升科技馆在科学普及

中的核心地位，还能进一步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升。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策支持、行业协作与创新机制的多方

面努力，以确保科技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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