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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到今天，北京科技周已经走过24个年头了。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令人欣喜；另一方面，
公众的科学素养却令人担忧。据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

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6.20%，远低于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
我国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新中国成立伊始，“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就写入宪
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针对科普立法
的国家。

为何学了这么多年数理化，却仍然谈不上具备科学素养呢?科学教育被严重异化，强制知识灌
输以及功利化倾向正是如今的现实写照。

例如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浙江省选考物理的学生大幅减少，很大原因就是物理学科难度较

大，避开物理容易取得较高分数，在高考竞争中将处于有利地位。然而，物理是从事科学研

究、创新的基础性课程，如果高中不系统学习物理，从个人来说，将可能影响大学的进一步学

习研究;于国家而言，则可能影响到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
科学教育包括从科学兴趣的激发、系统的科学知识累积、科学思维与方法的锻炼，到科学精神

的养成，再到科学创新的实际应用。这是一个完整的学习链条。而相比于知识学习，科学精神

培养，才是科学教育最应该教给学生的内容。

日复一日低水平的重复刷題，磨灭了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孩子对事物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

力，就这样灰飞湮灭，取而代之的是不经质疑的承认、接受与遵守。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SA
测试中，我国未来想从事科学相关职业的学生比例占所有学生的16%左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4%，而美国该数据比例为38%。
公众科学素养不高，根子还是出在科学教育的重点和方式上。培育科学素养，不仅仅是通过简

单的知识灌输，更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兴趣与科学能力的培养。笔者体验过由国内多位青年科学

家参与打造的“科学队长”小学科学课的活动，他们强调的是“科学家赋能科学教育”。由这些青
年科学家、教授领着一群孩子，从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出发，去探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科学

原理，完整体现了科学教育所需要体现的链条，整个过程充满了好奇与乐趣，让孩子们玩得都

非常开心。

让科学家们参与到科学教育中，这种做法让学生们在聆听科学家们讲授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

着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而这些正是科学素养中所应具备的能力与素质。科学不仅是关乎知

识，而更是关乎质疑和探究，关乎逻辑和实证。

(杨仑《科学素养高不高，科学教育是关键》)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到今天，北京科技周走过24个年头，北京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已经很高。
B.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针对科普立法的国家，可见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科学教育。
C. 高中不学习物理，会影响个人在大学的学习研究，甚至影响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能力。
D. 培育科学素养，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进行科学兴趣和科学能力的培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在论证过程中谈及高中学生不选物理、孩子重复刷题的现状，现实针对性强。
B. 文章从公众科学素养程度入手，集中论述科学教育被严重异化的危害，富有层次感。
C. 文章运用中国科协调查的科学数据来说明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程度，增添了论辩力。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