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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而科普教育与科学教育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将科学史

融入科普教育不仅是一种新的尝试，更是推进科普教育深入开展的积极探索。基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目标，科普

教育更凸显其适用性和实施的必要性。科学史与科普教育的内在关系不仅为二者的融合提供可行性，还便于进一步

解读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时代意义和原因。另外，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也应克服二者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遵循一

定的原则，从教学、制度和活动等层面探索多样化的融合路径，促进科普教育的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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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主要是传播科学知识、教授科学方

法、培养科学思维并理解科学精神; 科普教育则是

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并弘

扬科学精神，二者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并以提高科

学素质为目标指向。为了增强全民的科学素质，不

仅要关注学生群体，也要面向社会大众，引导其理

解科学的本质，并且延伸到涵盖社会、学校和家庭

的科普教育，彰显科普教育的广泛适用性。科学史

不仅能描述具体的发现，还能阐述科学精神的发

展，深刻揭示真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人类反映真

理的历史以及人类思想逐步赢得解放的历史，最终

觉察到那些永恒的内容。［1］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有

助于公众理解科学，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发展的进

程，摆脱片面掌握科学知识的旧实在论的科学观，

跳出传统科学教育的窠臼［2］，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

水平。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到科学史运用于

科普场馆的展教活动，但仍未直接揭示科学史与科

普教育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科学史对科普教育实

施的潜在价值。鉴于此，首先剖析科学史与科普教

育的内在关系，揭示二者融合的时代意义，以期引

发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探究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

的问题和原因，藉此阐明融合的原则与路径，推进

科学史在科普教育领域的深入发展。

一、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

的根据及意义

尽管科学史与科普教育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

但仍有其内在的联系，阐明二者融合的内在根据便

于进一步解读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时代意义，推

动科学史在科普教育中的运用和发展。
1．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内在根据

科学史是人类认识自然经验的历史回顾，它研

究内容的丰富性与研究视角的特殊性决定其可以

成为科普教育的重要资源。科普教育是面向社会

大众实施的提升科学素质水平的普及教育活动［3］，

包含了科学思想和精神的渗透、科学方法的运用以

及科学知识的普及等重要内容。结合二者的特点，

拟从四个层面剖析内在的关系，为科学史的融入寻

求牢固的着力点。
其一，科普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普及科学

知识。个体的前概念和科学史是平行的［4］37，科学

史的融入不仅可以唤醒个体对科学知识产生过程

的设想，强化公众对科学概念以及内容的理解，还

能丰富科普教育的内容。科学知识是经过科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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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简化总结后呈现给广大民众的产物，科学史的

加入有助于公众系统把握科学知识的发展全貌，了

解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科学家拟解决

的关键问题、面临的阻碍和采取的方法，进而加深

对知识的理解，助推科学知识的传播。如我国传统

代数理论的发展历史悠久，但要深刻理解其内容，

便要厘清“代数”这一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掌握其

演变历史，才能挖掘蕴涵的数学理论的本质与思

想［5］，这足以体现科学史的价值所在。
其二，科学方法的普及和倡导是科普教育的重

中之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体现，也是指导公

众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科学方法是在科学研究

过程中产生知识的“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揭示

科学问题的有效手段和操作方式，是科学思维和实

践规律的重要体现［4］174，其中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不

言而喻。科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科学方法的

发展历史，其中涵盖了典型的科学方法，为此，科学

史的融入将凸显科学方法形成的曲折过程以及倡

导科学方 法 的 必 要 性。“工 欲 善 其 事，必 先 利 其

器”，在具体普及科学方法时，透过科学史便于了解

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知识和探究轨迹，从源

头上剖析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从而增强

对科学方法的理性认识，摆脱传统经验式与伪科学

的处事方式，增进科学处理公共事务的本领，积极

倡导科学方法的运用。
其三，科学思想的传播也是科普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科学思想是科学发展得以持续推进的内

在动力，也是科学家展开理论思考、科学探究和逻

辑推理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史亦是科学思

想的发展、演变历史，每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

背后都蕴藏着新的科学思想，而科学思想又主要源

于科学实践活动。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在翻译《几何

原本》的实践中为我国引入了西方逻辑演绎的科学

思想［6］，并为传统数学注入了新的数学理论体系，

即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公理化理论［7］。此时，从科学

史出发是了解科学实践活动的便捷途径，藉此获悉

科学思想的发展动态和具体细节，更能彰显科学思

想在实践中的关键作用。
其四，科普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工作者利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世

界、积极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真理的产物，也是支撑

科学家不畏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开展科研工作的精

神力量。任鸿隽曾高度赞扬科学精神，并将其视为

“科学发生之源泉”，同时也是科学家的“人志”。通

过科学史可以发现丰富的科学精神，比如批判怀疑

的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的求知精神、实验验证的求

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8］其中，都蕴涵着

深厚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是科技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远胜过普及科学

知识产生的影响力。
2．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时代意义

科学史与科普教育的内在关系为二者的融合

提供了着力点，并且揭示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时

代意义可以激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逐渐认同二者融

合的价值，助推科普教育的有效开展。
一是普及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深入理解科学本

质，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在科普教育的过程中，

科学史便发挥着让不懂科学的外行人理解科学的

作用。［9］同时，引导并帮助公众真实贴近科学本质，

趋向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教育目标。一方面，科学

史的参与注重科技成果的创造过程，有效弥补重结

果轻过程与细节普及的缺陷，加强科普教育的理论

深度，体现探究科学本质的内涵，有效避免伪科学

陷阱。另一方面，丰富的科学史内容与科普教育目

标的内在耦合性促使公众通过学习历史框架来把

握科学的整体性，不再拘泥于科技知识的简单传

播，而是深刻体会背后蕴藏的科学思想和精神，积

极利用科学方法探究科学本质，掌握科学发展的

全貌。
二是树立科学的思想，辩证看待科学与社会的

关系，追求二者的和谐发展。部分认同内史论的科

学史家将科学视为抽象的、理性的，甚至是至高无

上的智力活动，摆脱了当前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

的制约，仅注重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关心在历史

中科学事实前后的逻辑联系。［4］14 然而，科学的发展

是不可能完全被置于隔绝社会影响的真空状态，科

学史的再现有利于社会大众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领悟并理解科学思想。为此，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

能够加深公众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将科技发

展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中去，拉近与人类社

会生活与生产的距离，并且有利于公众运用理性的

科学思想关涉未来的科技政策，增强参与公共事务

的能力，保持对科技成果的敬畏之心，让科技真正

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以此促进人与科技、社会的

和谐发展。
三是弘扬科学精神，发扬科学的人文性，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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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中科学精神的缺失。科学史融入科普教

育将体现科学的人文性，理解科学作为“特殊人类

事业”的定位，不能将其置身于人 类 之 外 进 行 发

展。［10］当下的科学实践活动都是由“人”开展的，当

理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时，便会凸显蕴涵的人文

性，认识这一活动的本质是满怀激情的人的活动，

任凭你 详 尽 的 拆 解，最 终 都 会 留 下 个 人 化 的 东

西［11］，进而揭示人类和科技发展关系的正确指向以

及其中蕴藏的科学精神。显然，关注科普教育中科

学史的人文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将科学作为与人

类文化无关的工具这一倾向的随意发展，丧失社会

伦理的约束，趋向非人性化的发展态势。从而，二

者的融合便能将科技发展束缚在有人性的价值观

和规范中去，以谋求社会对其的有效约束，构建现

代科学的精神特质［12］，弘扬科学的人文性、无私利

性和公有性，实现科普教育中科学性和人文性的

统一。

二、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

的问题及原因

厘清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根据和意义后，需

要深入探讨二者融合的问题以及原因，发挥科学史

在科普教育中的关键作用，实现科普教育的本体价

值和附加价值，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助推国

家的创新发展。
1．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问题

在科学史层面，主要存在科学史的工具价值取

向和“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困境; 在科普教育层面，

主要面临实施范围有限、师资配置不足且素质有待

提升以及科普产业发展不成熟等境遇，致使二者的

有效融合遭受质疑。
( 1) 科学史的工具价值取向

科学史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功能，并且在科学史

的价值层面，有学者曾从理论角度剖析科学史为科

学、素质教育、学术和现实服务的价值。［13］通过多方

面的分析，为科学史实践价值的体现提供了参考。
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科学史主要运用在科学教育

中，科学教师简单地引入并阐述科学家的逸闻趣事

或研究过程，发挥科学知识传递时外裹的“糖衣”作

用，注重科学史充当教学手段的实用价值而忽视其

内在价值的实现。［14］这一过程缺乏对重点历史事件

真伪的思辨和判断、关键过程的寻根究底，容易导

致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被简化、篡改或歪曲，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正如在高中

生物教材中就轻描淡写摩尔根辛苦培育白眼果蝇

的曲折过程极易传达科学发现是偶然之举的错觉。
显然，这种仅关注科学史表面的作用而忽视其丰富

内涵的现象体现了科学史的工具价值取向，从而将

其置于教学的附属地位，弱化科学史的教育价值。
此外，尽管部分科技馆中存在历史展品，但主要是

发挥吸引参观者注意力和激发兴趣的功能，缺少深

入讲解科学史的相关教育活动。［15］仍未突破工具价

值取向，充分体现科学史的应然价值。
( 2) 科学史“辉格式历史解释”
在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过程中，难以摆脱对

科学史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基于不同取向将产

生不同的结论，若将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仍面临同

样的问题。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提出了“辉格式历史

解释”，即以现代科学为基准和参照去审视和衡量

历史的科学成果。［16］为了更好地让公众理解科学发

展的全貌和演变过程，采取批判“辉格式历史解释”
的路线更恰当，避免“时代错位”，努力恢复原初的

历史面貌。但是，对于科学史的解读，人们时常表

现出“辉格式”倾向，习惯从当前的视角和参照去评

判历史事件，阐述历史事件对现下科学发展做出的

贡献，并认为没有产生当前科学知识的理论是错误

的。这种错误的历史解读绕开了历史研究中真正

的问题，消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简捷的通

道，不利于公众系统把握科学发展的艰苦历程、认

清科学家的真实形象，被零散的、片面的、缺乏体系

和逻辑的科学史片断所误导，认同现代科学知识即

真理和绝对权威，忽视科学成果的问世是历经数代

科学家殚精竭虑的结果，不仅包含推动科学发展的

人，也涵盖了为科学发展奠基、提供数次失败尝试

和丰富经验的人。科学史的“辉格式”解读将违背

科普教育的初心，难以精准指向核心的科学发展问

题，极易被科学知识亘古不变的永恒主义倾向和以

偏概全的伪科学观念误导，加大理解科学本质的难

度，不利于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弱化科学史在科

普教育中的价值，制约二者的深度融合。
( 3) 科普教育自身发展受限

首先，科普教育并未得以广泛开展，这一教育

实践主要集中在科普场馆或科普教育基地。在各

大科普场馆官网的主页信息和发布公告中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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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数场馆都将定期组织科普教育，经济发达地区

组织的科普教育活动更多样化，比如上海科技馆组

织的面料“黑科技”科普活动、“遇见科学家: 致敬科

学家，激发好奇心 ”科普讲坛。同时，也有研究者关

注馆校合作，但发现大部分学校利用场馆资源是进

行学科类课程资源的开发［17］，将其引入学校开展科

普教育的仍然比较匮乏。其次，科普人才发展缓

慢，呈现专职科普人才供需失衡的状态，并且其科

学素质有待提升。［18］科普教育对科普工作者的能力

和科学素质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若科普工作者

配备不齐或素质不高都将影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

普及，阻滞科普教育的持续推进。最后，当前科普

产业发展不成熟，研发能力偏低，并且未最大化地

发挥资金的利用价值，从而制约高质量、多样化科

普展品的开发，导致科普场馆出现展品同质化和单

一化现象，甚至存在科技藏品的匮乏状态。［19］这不

利于运用展品讲科学故事、渗透科学史，实现科普

展教的融合。
2．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原因

早在清末之际，便有西方传教士和开明知识分

子宣传西方科技知识的事实，这也是科普教育的萌

芽。近代我国科普教育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科普

教育的内涵逐渐深化、科普教育机构的专业化有所

提升、科普类读物日益多元化，同时也存在科普教

育实施效果欠佳和设施规模偏小的弊端。［20］可见，

科普教育在近代便得以关注并开始发展。
直至当下，科普教育仍扮演着重要的社会教育

角色，发挥着本体性价值和附加的社会价值。一方

面，科普教育重新赋予并强化了科普的“教育”功

能，凸显“育人”的本体性。“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

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贯穿个体成长发展的全过

程，同时是个体身心发展、社会繁衍生息以及人类

延续的需要［21］，科普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分支也应

体现教育的基本属性。科普教育以全面贯彻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根本前提，以促进个体和社会的

文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始终秉持终身学习的理

念开展育人活动，积极落实素质教育以及继续教

育，从中挖掘并激发个体的潜能，并适时提供条件，

促进个体科学素质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普教育在

育人的基础上发挥着促进国家创新发展的附加价

值。面对国家的战略布局，作为培育国家发展人才

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急需加强高素质人

才的培养，但基础教育对于知识的传授比较片面，

具有侧重性和功利性，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

新发展。此时，科普教育的开展对于青少年群体以

及社会大众获得科学知识，塑造并形成科学精神，

运用科学方法，提升科学处理日常事物的能力均有

较大的助益。可见，科普教育的广泛实施有利于发

挥其继 续 教 育 的 价 值，提 高 国 民 科 学 素 质 的 根

基［22］，有效摆脱部分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偏低对全民

科学素质的影响，以此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科

技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协同建设科

技创新强国。
然而，科普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仍呈现表面化、

简单化、范围窄化的问题，制约科普教育双重价值

的实现。比如高校开展的科普教育便存在教育机

制不健全、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的单一性、实施规

模较小等问题，其中，主要以科普教育主题日或科

普教育周为主，宣传的教育内容比较浅显，涉及的

知识面比较少，缺乏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23］难以

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开拓思维视野、启智增慧的作

用，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科学素质。同时，当前以科

普巡展为主的教育活动呈现“重展轻教”现象，展品

堆砌且缺少相关的讲解，展览内容多流于知识，缺

乏积极的互动过程和配套的教育活动，仅生硬枯燥

地宣传普及，以致启发性和思想性不足［24］，展教功

能的发挥受到束缚。面对科普教育的应然期待和

实然境遇，有必要引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教育内容与

之契合，逐渐规范并深化科普教育的开展，缩小以

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的科普空间，注重科普教育的

人文性和科学性。［25］科学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有益

实践也为科普教育选择并引入科学史提供了参考

和启示，亦是摆脱科学史的工具价值取向和“辉格

式历史解读”的重要抉择，丰富运用科学史的载体，

将科学史内容从“史学形态”逐渐转变为“教育形

态”，发挥其科学素质教育功能，与科普教育进行恰

当地互补和融合，寻求共赢。

三、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

的原则及路径

虽然二者的融合受到阻碍，但是科学史融入科

普教育仍有一定的价值和必要性，现基于存在的困

境，探讨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应秉持的原则以及具

体实现路径，切实保障科普教育的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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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原则

长期以来，科普教育缺乏统一编撰的教材、专

门的教育工作者和场所，基于此，主要从教育目的、
内容和教学方式三个层面进行规范，论证科学史融

入科普教育应遵循的原则，发挥科学史和科普教育

的实效。
( 1) 教育目的之普及性与育人性并行

从教育学意义来看，科普教育是旨在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而开展的普及教育活动，重点突出普及

性，而作为广义的教育同样需要关注教育目的之育

人性，坚守教育本心和固有的质的规定性。［26］一方

面，普及性是科普教育的重要目的，也是科普教育

的核心特征。通过科普教育活动可以让社会大众

了解到当前科技发展的现状，及时掌握当下重大事

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逐渐提升社会大众的科

学素质，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但在普及

过程中不能使科普教育窄化，仅停留在科学知识或

科学史的表面宣传上，还需要倡导科学方法的运

用、彰显科学史的丰富内涵、传达科学精神和思想，

以增强科普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科

普教育的育人性，需要真实触及“科学素质”的内

涵，摒弃形式化、功利化、表面化的科普教育活动，

关注公众科学精神和思想的发展，由内而外地培育

科学素质。教育过程首先是精神成长的过程，而后

才是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27］，有效引导公众开启

智慧之思，体悟科普教育蕴涵的哲学思考［28］。
( 2) 教育内容之通俗性与价值性并重

教育内容的选择将影响科普教育的质量以及

教育目的的实现，并且考虑到科学史的特点，教育

内容需要兼顾通俗性与价值性原则。一方面，科学

史的晦涩难懂和辉格式历史解读容易增添科普教

育内容整理和分析的难度，有必要将其科普化、通

俗化。［29］《科学》杂志自创刊以来，主要刊载科普文

章，早在 1917 年，便提倡运用通俗文字记载，并在

1935 年的改革中秉持“即求通俗，又存高深”的原

则［30］，有效普及科学知识和思想，彰显杂志的科普

教育价值。科普作家董纯才则撰写通俗科学读物，

采用故事体裁讲授科学知识，让科学平易近人。［31］

然而，要避免一味地精简化，仅呈现笼统过程和最

终发现，撇去关键环节和艰苦过程，让社会大众误

解科学发现的难度和深度，再次跌入“辉格式历史

解读”的深渊，消解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真正价

值。另一方面，避免为了讲历史而讲历史的倾向，

也需秉持相对的价值性原则［32］，以客观公正的视角

选择科普内容，并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剖析。
如在讨论明清西方数学汉译史时，对汉译数学术语

的解释就得审视中西数学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中西

数学思想的内在联系。［33］

( 3) 教学方式之通用性与独创性并顾

科普教育的教学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比如

开展科普展览、科普阅读、科普竞赛、科普讲座、培

训和参观活动，教学方式的合理匹配将促进科普教

育的有效开展。一方面，考虑到不同科普场馆发展

的缺陷和差异，以及受众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需要

选择普遍通用的教学方式，巧妙融入科学史。面对

社会大众，可以组织科普讲座或参观活动，有效普

及科技发展的前沿内容，引导受众感悟科学思想和

精神，激起共鸣和认同，以此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

并开拓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结合不同科普场馆的

功能和优势以及受众的选择偏好，能够独创新颖的

教学方式，凸显科学史参与的特色。比如，科技馆

的展览内容包含了三部分，即前沿科技内容、基础

科学内容和本地特色内容［34］，且主要的受众是面向

发展中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前沿科技类的展览资源

以及本地的特色内容为教学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参

考，比如以当地特色为主题主动探究或创造新奇的

教学方式。
2．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路径

厘清二者在融合中的缺陷，便于从整体上进行

路径的统合，具体从教学、制度和活动层面探索多

元化的路径，助推科学史与科普教育的融合，增强

科普教育的理论性和有效性，真正提高国民的科学

素质。
( 1) 引入 HPS 的教学模式

科普教育作为广义的社会教育范畴，需要选择

合适的教学模式融入科学史，发挥科学史的科学素

质教育功能，摆脱工具价值取向和“辉格式历史解

释”，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HPS 作为一种新的教

育范式，将科学教育放置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

学社会学视域下思考，从科学知识的简单传播过渡

到科学本质的理解，凸显科学对文化、人类和社会

的重要意义。［35］科普教育也可以采用这种模式，将

科学史自然地融入科普教育中，发挥 HPS 教育的人

文价值。一方面，结合科学史普及科学探究的过

程，深化科普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运用科学哲

学和科学社会学评判科技成果的应用，唤醒公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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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科学的意识，提高公众的民主决策能力和科学处

理事务的能力。
( 2) 构建科普教育保障制度

为了实现科普教育的普遍推广，构建一体化的

保障制度是重要举措，也给科学史的融入创造条

件。一是构建国家培养—科协组织培训—科学家

共同参与的科普人才扩充制度，组建专业的师资队

伍。首先，鼓励高等院校积极开设科普类专业，培

养一批专职的科普人才，率先发挥领头作用。其

次，充分利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培训兼职人员和

科普志愿者，提升未来科普队伍的科学素质水平，

增强师资的专业性。最后，充分发挥科学家效应，

壮大科普教育的师资队伍，增强科普教育的有效性

和说服力。二是创建国家主导和市场准入相结合

的科普书籍、科普文学作品和科普展品的供给制

度，保障物质资源的持续供应。科普作家和专职科

普人才需要发挥其创造力和智慧，编撰生动有趣、
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和作品，并巧妙灵活地融入科

学史。同时，重点开发科普展品，并利用现代信息

化技术与平台进行宣传，通过展品资源将受众带入

历史情境，实现共情体验，增强公众对科技发展的

认同感。三是建立科普教育资金支持的管理制度，

加强资金的有效配置。科普场馆应拓宽资金的来

源渠道，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落实资金供给和

保障的同时提高资金的利用率，重点探索并开发

“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新模式，实现财力资源运

用的有效性和充分性。通过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

源等方面提供保障，夯实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现

实基础，加快二者的融合。
( 3) 开展多样化的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是科学史融入科普教育的重要载体，

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将增添科普教育的趣味

性和生动性，充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深刻理解并

感悟科学史在其中的魅力。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

号召科学家牵头组织“科学史专题的拓展阅读活

动”，让学生面对面地与科学家交流，近距离了解科

学家的真实形象和研究过程，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与科学兴趣的养成。对于老年人和农民群体而言，

开展“观看科普影片的学习活动”，选择的内容要包

含具体的科学发展历程，贴近现实生活，比如转基

因、杂交水稻和人工智能，深切体会科技发展的优

劣，紧跟时代步伐。对于产业工人而言，适时组织

“国外高精尖技术的观摩学习活动”，了解国外技术

发展的历史和优势所在，并结合本国的国情致力于

匠人的培养、工匠精神的弘扬、技术的改进和产业

的升级，助推制造强国的建设。对于领导干部和公

务员群体而言，应定期开展“回顾科技发展历程，牢

记初心使命”的活动，认清科技发展的重要使命和

责任，善于用科学思想武装头脑，树立科学执政理

念并增强科学决策能力。对不同重点人群开展针

对性的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更能体现科学史融入其

中的适 用 性 和 有 效 性，藉 此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水平。

四、结 语

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研究为科学史融入科

普教育提供了启示和借鉴。科学史与科普教育的

内在关系是二者融合的着力点，亦是科学史融入科

普教育的原因之一，并且遵循一定的原则以促进科

普教育的深入发展。科普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诸多困境导致科学史直接作用于科普教育的研究

较少，而是受制于科普教育目标的指引，未能充分

体现以科学史本身为载体发挥的多重教育价值。
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如何从科学史的角度直

接开展科普教育，彰显科学史的核心价值，发挥其

科学素质教育功能，推进科普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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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alities，Approach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ZHANG Bi － sheng，XU Ya － ya
( Institute of Education，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to science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but there are inter-

nal similarities betwee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to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new attempt，but also a positive exploration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oal of impro-

ving the scientific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highlights its applic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mplementati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not only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integration，but also facilitates fur-

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ochal significance and reason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history into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Besides，the integra-

tion of science history into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should overcome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its own development，follow certain principles，

and explore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path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system and activities，so as to promote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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