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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科学素质有何意义？
不仅影响个人生活质量，还关乎社会进步和发展

日前，阿碧结束一场直播带货，看着
后台还不错的销售数据，她嘴角上扬，觉
得很有成就感。

阿碧，本名江碧珍，是陵水一名85后
“新农人”。短短两年时间，她从网络“门
外汉”成长为全网拥有170多万粉丝的“网
红”。

“虽然我是一个农民，但也要去干一
番事业……”在“乡姐阿碧”抖音、视频号
里，阿碧向网友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
获众多网友点赞。

然而回望阿碧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

2014年，新媒体变得越来越火，阿碧
也萌生了创作短视频的想法。她学着写
脚本、想文案，常常为了一个视频内容，
构思好几天。慢慢有了一定流量后，阿碧
开始尝试直播带货，但因缺乏经验，她经
常在直播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带货效果
可想而知。

遇到瓶颈，阿碧决定停下来学习。在
网络上，她积极向同行请教，还跑到海
口、三亚等地，参与各项农民素质提升培
训班。她才意识到原来直播也得讲科学，
其中大有学问可做，“光靠蛮劲干是不行
的。”

“提升科学素质，推动着我去了解更
多新技术、掌握更多新技能”，在阿碧看
来，科学素质，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也是
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所必需的技能，“我要
摆脱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困境，做高素

质农民。”
努力提升自身素质的阿碧，也得到了

更好的回报。2022年10月，阿碧直播卖
胡椒，不到 2 小时就卖出 1000 多单。
2023年，阿碧还凭借励志创业故事，一举
夺得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创新
组一等奖。

提升科学素质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的
过程。这一点，今年72岁的海口市民吴荣
强同样深有体会，退休前，他是海口某中
学数学老师。

“我曾经对一些‘科学谣言’深信不
疑。”吴荣强说，比如“得了骨质疏松，要减
少运动避免骨折”。后来，在专业医生来社
区做公益讲座时，他才知道对于骨质疏松
患者，加强运动其实很有必要。适当的运
动可以增加骨量刺激，保持正常骨密度、骨
强度，尤其对骨质疏松患者很有好处。

“每个人的年龄、社会身份、学识等不
同，因而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王芳说，比如，对青少年而言，科学素质是
积极参与科学活动，在心里种下崇尚科
学、爱好创新的“种子”；对产业工人而言，
是不断提升技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对老年人而言，是与时俱进，遇到各种

“伪科普”时的分辨能力……
尤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科学素

质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重要素
质，它既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也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它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质
量，还关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如何让更多人
沐浴科学之光？
建设科普工作人才库，
持续优化科普服务水平

在调查结果中，不可忽视的是，
尽管这些年海南公民的科学素质有
了大幅度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与
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相比仍有
差距。

对此，王芳表示，公民科学素质
受科普设施、科普经费、科普人才、
科学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要进一
步提升科学素质，就要因地制宜采
取相应举措，“政策倾斜是需要的，
也要多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

而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青少
年无疑是科学素质提升的重点人群。

去年秋季开学后，澄迈县马村
学校学生王卓凡每周最期待的就是
科学课。“课上可以做许多小实验，
感觉很好玩、很长见识。”

澄迈县马村学校教研室主任韦
文琼说，过去，这样的课程无法在我
省部分乡村学校开设。“一些乡村学
校缺乏专职科学课教师，也缺乏开
展科学课所需的教学设备，开设科
学课成了一大难题。”

如何在偏远地区做好科学教
育？郭周艳也一直在探索。从担任
昌江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起，每
年她都会走进乡村少年宫开展活
动，她清楚地记得学生们刚开始接
触航模时，那好奇和兴奋的样子。

“但让他们亲自上手操控航模
飞行时，他们却躲得远远的，不敢靠
近。”郭周艳说，一方面他们怕航模
飞机打到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缺
少自信。

不过，让郭周艳欣喜的是，后
来，这些孩子在活动中心老师的耐
心指导下，不断进步，有的还走上国
家级比赛赛场，获得了全国航模比
赛一等奖。

“参天大树始于稚嫩的幼苗。”
这也让郭周艳更加坚定，要做好青
少年科学教育，激发学生求知欲和
想象力，帮助他们成长为具有创新
潜质的人才。

但相关科教人才的不足，让这
样的科学课略显“奢侈”。这些年，
为让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队伍，郭周
艳跑了不少相关企业、学校去洽谈
合作，同时邀请科技爱好者来活动
中心兼职。

据统计，目前海南共注册科技
志愿者7万余名，科技志愿服务组织
近两千个，但仍存在专职科普队伍
配备不齐，且专业能力较差的问题。

“让科学教育走得更远，需要团
结更多人。”为此，郭周艳呼吁，鼓励
更多专业领域人才参与科普宣传工
作。统筹全省科普工作者、科普志
愿者及科技辅导员人才库建设，提
升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与此同时，优化科普服务水平，
也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一
环。当下，海南已建成省级科普教
育基地120个，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0个。但由于后续维护不及时等原
因，有的科普场馆基础设施日渐陈
旧，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及镇村学校
科普场馆、科技展教设施非常匮乏，
部分场馆未正常开放运营。

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一些群众对当地科普设施改善情况认
同度不高，且经常性参与科普活动频
率较低，参与活动的获得感不明显。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省科协相关负责人谈到，将持

续推进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力
争到2025年认定省级科普教育基
地、科普场馆不少于200个，同时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金通过建设科普场
馆、设立科普基金、开展科普活动等
形式投入科普事业，丰富科普供给，
更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科普需求。

此外，海南正加快推进科普立
法，力争在 2026 年前制定并出台
《海南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
立法保障，完善全省科普工作分工
协调机制、联动机制，提升全社会开
展科普工作质量。

让更多的人沐浴科学之光，相
信伴随着公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
升，海南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将迸
发出更大的创新活力。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2024年2月23日 星期五

科学素质也可测量吗？
问卷正确率≥70%，即判定答卷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什么是
科学素质？

通 常 被 定 义
为公民能够了解
必要的科学知识，
掌握科学方法，并
应用它们处理实
际问题、参与公共
事务的能力。

2月22日，春节假期已
经过去多日，来自南京的游
客李玲玲还没有返乡，“听说
最近有火箭发射，我们打算
多待几天，带孩子去现场观
摩，感受科技魅力。”

这个春节，李玲玲带着
孩子在文昌来了一场科普旅
游：在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
发中心看“上过天”的蔬菜、
去航天科普中心进行VR体
验……“边玩边学，能让小孩
开拓眼界。”李玲玲说。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迅
猛发展，人们对各种科普项
目的兴趣愈发浓厚，但对于
“科学”，不少人还是持敬而
远之的态度。

提起“科学”二字，海口
某金融企业职员陈睿脑海闪
过的第一个词，是“专业”，
“感觉离我们很遥远”。这并
非陈睿一人的感受。在刚刚
过去的2023年，海南省科协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公民科
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
49.19%的群众认为“科技创
新是科学家的事，与一般公
众关系不大”。

事实真的如此吗？就从
日常使用的家电、通信设备，
以及医疗、交通等领域的诸
多技术应用来看，科技已融
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
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
探索方式。

不管是对身边科技的熟
悉程度，还是对宏大科学的
了解深浅，都指向一个词“科
学素质”。根据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到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比例超过15%。而数据显
示，2023年海南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为11.1%。要
达到15%的发展目标，我们
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被自养宠物咬伤，不需要到医院注
射狂犬病疫苗”“所有肿瘤都是癌”“海啸
是发生于海底的地震引起的”……你能判
断这些观点的对错吗？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
能体现个人的科学素质。”海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海南博睿公共关系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王芳说，科学素质通常被定义为
公民能够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
方法，并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
共事务的能力。

公民科学素质是可以测量的，在我国
和欧美等科技先行的国家与地区，开展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是分析公民科学素质发
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2023年，海南省科协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显示，2023
年海南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1.1%。这样的数据，具体是如何得出的，
又说明了什么？

王芳全程参与了此次调查，她介绍，调
查主要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调查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与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形成了500道
题库，其中包含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化
学、农业生产，以及海南自贸港相关知识
等，既有一般普遍性，又体现海南特色。

随后，调查组从这500道题里随机抽
取50道题，分别组成5套不同的试题，分
发给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等五类重点群体进行调
查。正确率达到或超过70%，即判定该公
民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

最后，再根据这五类人群样本正确率
加权计算海南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我们的样本数达到了50万人。”王芳说，
11.1%，即意味着50万人里，有5万多人能
答对70%以上的题。

这个数据看似不高，但
相较于海南 2020 年的

7.5%、2022年的9.5%，已经实现了稳步增长。
从性别上看，2023年海南男性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1.21%，女性公民为
11.02%；从五类重点人群上看，领导干部
和公务员为15.64%、青少年为11.4%、产
业工人为11.1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老
年人为10.97%、农民为10.11%，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在调查中，不少群众认为“科技创新
是科学家的事，与一般公众关系不大”。

“这是正常的。”王芳解释说，许多公
民，特别是农民、青少年群体，第一次接触
到科技创新、科学素质的概念，他们自然
认知不深。通过答题情况，能够看出不同
群体的关注点，比如农民擅长农业知识，
但辨别信息真伪是短板；老年人掌握很多
生活基本常识，但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稍
弱。这为以后开展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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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海南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7.5%

2022年
海南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9.5%

2023年
海南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1.1%

春运期间，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南方航空停机
坪，工程师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飞机做“体检”。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游客游览文昌航天超算中心的航天超算数字展
馆集群。 张江英 摄

2月14日，一名学生在五指山市科技馆参观体验。张江英 摄

目前海南
共注册科技志愿者

7万余名

科技志愿服务组织

近2000个

建成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1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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