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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到黄时进的新作《科学传播导论》，我非常高兴。
时下，无论是在大众媒体、研究刊物上，还是在政府文件或学校的教育中，科学传播这个概念都用得
越来越多。
然而，科学传播这门学科在国内尚处在发展初期，究竟何为科学传播，如何进行科学传播，以及国内
国外科学传播的概况怎样，对于这些基本的内容，却少有全面、系统和准确的介绍。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科学传播在国内的发展。
而黄时进的这部新著，及时地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本书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科学传播，是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的权利和方式，这就是我们对其
研究的学术立场”。
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有见地的理解方式。
而且，作者进一步提出，“多元与参与”是科学传播实践的趋势，“科学精神与民主理念”是科学传
播的核心目标。
这种说法颇有前沿意味，体现了最新的科学传播理念的目标。
有了这样恰当的立场和目标，便有了一部科学传播专著成功写作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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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传播是指在传统科普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平等”与“互动”，强调科学精神
的弘扬，强调民主理念的启蒙。
本书以科学技术史为基础，通过界定概念、考察起源，回答“何为科学传播”；通过解构“科学主义
”，从人文批判视角中反思“科学传播何以可能”；通过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的诠释，回答“为何科
学传播”；通过分析科学传播中媒介、传播者与受众来建构科学传播；通过对科学传播模式及演进的
剖析，回答“如何科学传播”；通过法律政策的分析及公众共识的层面，探讨发展科学传播的动力、
保障及这两者的坚实基础。
在上述对科学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上，再考察国外科学传播实践及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进而为探
索国内科学传播实践路径的创新以及如何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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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时进，湖南长沙人。
复旦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学术界》、《新闻界》等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参加过多次科学传播(科普)国际论坛，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省(部)级科学传播(
科普)课题及其他类型课题。
独立主持中国科协2010科普调研课题《大学生科普志愿者参与提升科技馆科学教育功能研究——基于
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上海科协及区科协科普调研课题《2010卢湾区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研究》、
《2010浦东新区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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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章  一、科学传播：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的权力和方式  二、国内外科学传播研究的概况  三、研究
科学传播的思路第一章  何为“科学传播”：界定与考证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本书研究的范畴  二、
科学传播的起源：基于科学技术史考证  三、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与科学传播第二章  科学传播何以可
能：反思与批判  一、人文批判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理念  二、解构“科学主义”的科学传播  三、科学传
播应该传播什么：从知识到理念第三章  为何科学传播：科学与民主  一、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二、科
学精神的弘扬  三、民主理念的启蒙第四章  建构科学传播：传播者、媒介与受众  一、媒介嬗变及其对
科学传播的建构  二、传播者：迈向多元化主体  三、受众：由被动到多向互动  四、主体间性：媒介、
传播者与受众界限融合第五章  如何科学传播：模式及其演进  一、大众传播模式及其对科学传播的构
建  二、科学传播的线性传播模式  三、科学传播的非线性传播模式  四、科学传播的网络传播模式第六
章  发展科学传播：动力与保障  一、科学传播的动力与保障：法律和政策  二、动力与保障的坚实基础
：公众的共识与积极性第七章  国外科学传播：实践与经验  一、西方科学传播历史考察  二、当代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的科学传播实践  三、国外科学传播的经验第八章  中国科学传播：探索与创新  一、
中国科学传播的实践探索  二、科学传播实践创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语  科学传播的未来：多元
与参与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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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主义”，探讨科学传播的传播内容，研究从传播知识到传播观念作为科学传播发展的合理
性和必然性。
　　（三）为何科学传播：科学与民主　　通过对为何科学传播即科学传播的核心目标给予探讨与回
答，明确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固然是科学传播的直接目标，但科学精神的弘扬、民主理念的启蒙更为
重要；科学与民主是科学传播追求的终极目标。
　　（四）建构科学传播：媒介、传播者与受众　　分析科学传播的核心系统构建。
首先分析媒介对科学传播的建构，考察媒介变革与科学传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媒介作为科学
传播的中心和枢纽的作用及发展趋势；然后具体考察迈向多元化主体的科学传播者，再次分析由被动
到多向互动的受众；最后诠释科学传播中媒介、传播者与受众界限融合所彰显的主体间性。
　　（五）如何科学传播：模式及演进　　分析大众传播模式及其对科学传播的构建，再根据科学传
播发展的历程，探讨从科学传播的线性传播模式，到科学传播的非线性传播模式，最后到科学传播的
网络传播模式的趋势。
　　（六）发展科学传播：动力与保障　　通过系统分析科学传播的动力系统，研究如何从以政府为
主体进行推进科学传播实践的动力源，发展到以公众主体进行自发参与和推进科学传播实践的动力源
。
通过系统分析科学传播的保障条件：研究如何从法律、政策、行政命令来保障科学传播实践顺利进行
，发展到科学传播成为公众的共识、自发参与保障。
　　（七）国外科学传播：实践与经验　　通过对西方科学传播历史回顾考察，以及对当代美国、欧
盟、日本的科学传播实践的阐释，总结国外科学传播实践的经验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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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根据大量文献，对科学传播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使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科学传播
的内容和现状。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涉及：科学传播的界定与考证；科学传播的反思与批判；科学传播的科学与民主
；科学传播的建构；科学传播的模式及其演进；科学传播发展的动力与保障；国外科学传播的实践与
经验；中国科学传播的探索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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