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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2008〈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论坛暨第十五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
文集》为了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加深对《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5020年）》（以下简称
《科学素质纲要》）的理解，在实践层面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在基层的实施，2008年6月12～13
日，中国科普研究所、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广州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州市科学
技术协会在广州市共同举办了2008《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论坛，希望通过论坛搭建平台，进
一步加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科学普及和传播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广大科普工作者积极开展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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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科普社会属性的一些思考谈科普活动中的创新我与科普同行30年2007年全
国科普日北京主会场活动评估主要结果对大型科普活动策划与设计的启示计划向自由：中国科学传播
亟待转型中国科技政策的议程设置模式：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为例
广东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实践与探索关于科普资源研究的思考第二部分 科普理论与政策科学普及与信息
社会里的E-Transmlt模式从科学主义之争看拓展科普理念的必要性科普学三大定律再议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的关键在哪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创新型城市解放思想破难题科普创新
促和谐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升科技传播能力我国科研人员参与
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前景思考科研机构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普中的作用重视对科普的规范管理须用行政
手段谋划实施好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中国近现代科普的第一次高潮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述活动新
时期企业科普研究及其展望医学科普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科普一中国渔业现代化道
路的桥梁基于监控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略论第三部分 科普资源共建与共享试论科幻文学在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电视文化传播对农村文化生态的干预研究科普作品的分类研究防灾减
灾意识的电视传播策略科普与创新培养科普创作人才必须从大学生着手对科普讲座开展评估的一般方
法研究电视科学传播能力研究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现状调查和分析俄罗斯知识协会及其发展纲要斯隆
基金会近年科普活动简介谈农村科普活动场所建设的若干问题人力资源在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中的
地位科普资源的分类、开发及其他浅析我国电视科教频道的科技传播状况推广科普歌曲繁荣科普事业
大众传媒科技传播渠道及工作目标的认识由易中天的“火”引发的科普杂想流动宣传放映车在科普传
播活动中的实践与思考开展科普教育的重要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地方与大学相互开展科普活动的平台佛
山市科普教育基地的现状及对策思考抗击雪灾对大众传媒科技传播反应能力建设的几点启示以青少年
主流媒体为平台建构青少年科普平面策划新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2006一2010一2020年)》推动皇姑区科普网站工作创新发展科普旅游促进公众科学素养建设浅议科普
教育基地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作用整合科普资源增强科普服务能力科普宣传应突出科学精神中国
早期科普写作概览大众传媒对公众科学素质的导向作用探究⋯⋯第四部分 科学素质建设与监测评估第
五部分 科普示范县(市、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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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数学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对数学知识的普及，对数学教育的改革，都带来很
大好处。
国外研究数学教育的专家，认为数学教育只应当研究教育，不考虑数学上的创新。
我想，不进行数学上的创新，数学教育是搞不好的。
为了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的普及，要进行数学研究，进行再创造。
我把这个领域叫做“教育数学”，就是为教育而进行数学创新。
从1974年教中学开始，我研究了30多年。
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机会写进教材，就写成科普作品。
有些结果用到定理机器证明上面，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1974年我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基本的思想方法来自教育数学，也可以说来自科普作品。
现在中学里和大学初年级的数学课程内容，大都经过几百年的锤炼了，还有创新的余地吗？
多年研究发现，凡是长期难以解决的教学难点，都是因为传统的方法不好，不适于教育，都有创新的
可能。
几何解题和三角变换，世界上普遍认为是难点。
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和体系，几何和三角都变得容易了。
过去高中生认为不容易解决的一些问题，用了新方法，初中一二年级都会感到很容易。
我就把这些写成科普作品，例如《新概念几何》。
这些方法在数学奥林匹克培训中已经流行了。
如果有朝一日进入初中教材，数学课程就会变得容易得多，学生的数学素质相信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我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张奠宙教授说，这个方法在中国推广后，可能国外要向我们学习。
微积分的入门是大学数学教育的百年难题。
林群院士和我对这个问题研究都有10年以上了，都写了有关的科普文章和科普书。
2007年我们发现，不用极限概念也能够讲导数，而且比现在高等数学课程里讲得更清楚更严谨。
这改变了200多年来的看法！
理工科的微积分变成初等数学了。
过去两个星期还没讲完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定理，新方法两小时就能说明白，只用中学的方法就可以。
能说这不是创新吗？
现在，有的大学已经在用这个方法编写教材。
专科学校的微积分，职业学院的微积分，都可以这样讲，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懂原理只会用公式的情
形。
看来，科普中的有些创新，有可能影响教育，进入教育。
第三，科普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
早先，科普作品就是文字和图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照片，幻灯，电影，电视。
现在又有了计算机和网络，科普手段可以推陈出新。
受众不仅是读，听，看，而且可以参与。
不仅是互动，而且可以体验感受创造的过程。
比如介绍旋轮线的知识，原来就是写出公式，画出曲线，用文字说一说。
现在用Flash做一幅动画，就可以看见一个轮子滚动，轮子上的一个点画出了曲线，动起来了。
如果用我国自主开发的“超级画板”，就更进一步，读者可以参与，让读者自己在轮子上画一个点，
看轮子滚动起来时，这个点能不能画出同样的曲线。
这就是不断的创新。
我曾经用“超级画板”做了一个小小的学件，很简单，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画面上就是一条曲线和3个滑钮，鼠标拖动滑钮，这条曲线就会变成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图案。
这个学件的目的，是想让小学生在玩的当中发现数学的美，一条看来平常的曲线有如此多的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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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漂亮。
我向许多老师介绍了这个学件，也放在网上让大家下载。
前不久，有一位老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她9岁的孩子玩这个学件，3次就迷上了，本来要打网络游
戏，现在要玩“超级画板”。
他还学会了把自己做的图案截图保存，又进一步用“超级画板”做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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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2008〈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论坛暨第十五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
文集》是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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