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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全国 8 个城市 5696 名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

生大多对科学感兴趣，认同科学学习的重要性，有科学探究意愿和自主学习动机；

中小学生普遍对科学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

也有不利的一面。电视和网络是中小学生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渠道，但是，中小学

生从事科学技术职业的意愿不强，学校的科学活动“看多做少”，对课外科学活

动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普遍希望增加去大自然中和科技场馆学习的机会。此外，

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随年级升高反而降低，女生、农村学生及中西部学生科学

兴趣不足，科学素养较低。这一状况反映出我国在科学教育和普及方面存在着诸

多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化学校科学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校外科学教育，提升

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功能，更好的发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示范作用，并进一步消

除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

 

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面前，世界各国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

家战略，科技创新人才成为各国紧缺的宝贵资源。研究表明，早期对科学的兴趣，

对后续的学习以及是否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有预测作用。少年儿童对科学的态度

是其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

而且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人才储备，进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乃至综合

国力。因此，众多国家都极为关注少年儿童科学态度的养成，将其视为基础教育

阶段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教育中注重激发少年儿童持续的科学兴趣，以

期能培养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公民，并为未来社会发展储备足够多的科技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 2013 年 9 月启动了中小学生科学态度及学习状况研

总报告

中小学生对科学的态度及科学学习状况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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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旨在评估中国中小学生对科学的态度、科学学习与参与状况以及科学素养状

况，分析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兴趣、提高其科学素养提

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于 2013 年 10 月—12 月实施。被试取自

北京、哈尔滨、武汉、郑州、汉中、宁波、厦门和贵阳等 8 个城市的 64 所学校，

城乡各半，有效样本量 5696 人，样本的性别和年级分布见表 1-1。

表 1-1  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样本数（人）

小  四 小  五 小  六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合  计

男  生 269 306 336 309 292 320 343 245 240 2660

女  生 322 322 369 329 348 327 348 374 297 3036

合  计 591 628 705 638 640 647 691 619 537 5696

 

本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对中小学生对科学的态度进行量化分析。

2. 对中小学生参与科技学习及相关活动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

3. 对中小学生对科学的理解程度进行量化分析。

4. 分析影响中小学生科学态度和科学学习的因素。

5. 探索提升中小学生科学兴趣、促进科学学习的途径。

一、中小学生对科学的态度状况

态度是人们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对某一事物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状

态，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意向成分三个部分。①对科学的态度是科学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科学素养也包括特定的态度、信念、动机、自我

效能感、价值观等。对科学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Science）不同于科学态

度（Scientific Attitude），前者指个体对与科学相关的活动的感觉或情感体验，

后者指的是个体解决问题、评估想法和信息以及决策时的方法，比如客观、谦虚、

①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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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谨慎、批评精神等。①本研究对科学态度的考察吸取了以往研究的成果，②尤

其是 PISA测试（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关于科学态度的维度建构和题目，主

要包括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学习科学的动机、对科学技术专业与职业的态度以及

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看法等四个方面。

1. 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较为浓厚

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中小学生

对科学的兴趣主要表现为他们对科学、科技话题、科学活动的选择性态度和积极

的情绪反应。

（1）八成多中小学生喜爱科学

调查发现，八成多中小学生喜爱科学。数据显示，83.1% 的中小学生认为“科

学的学习有趣”，其中，认为“完全如此”和“基本如此”的分别有 44.7% 和

38.4%；89.0% 表示“对自然或科学相关的内容感兴趣”，其中，“非常感兴趣”和“比

较感兴趣”的分别有 35.7% 和 53.3%。

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喜爱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由图 1-1 可知，认为“科学的

学习有趣”的高中生较小学生下降了 10.3 个百分点，对科学感兴趣的高中生较

小学生下降了 9.1 个百分点。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小学 初中 高中

91.8

86.5

91.9

86.6
82.7

76.2

感兴趣

喜爱

图 1-1  不同年级学生对科学的喜爱程度比较（%）

①李洋：《对科学的态度：概念、影响因素及测量》，载《科普研究》2013 年第 6期，第 27 页。 

② Osborne, J. F., Simon, S., & Collins, S.（2003）.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5（9）, 

pp.1049 〜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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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比女生更喜爱科学，85.7% 的男生认为“科学的学习有趣”，较女生高 4.4

个百分点；92.2% 的男生“对科学感兴趣”，较女生高 6.1 个百分点。

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喜爱科学，85.2% 的城市学生认为科学的学习有趣，

比农村高 4.4 个百分点 ；91.5% 的城市学生对科学感兴趣，较农村高 5.2 个百

分点。

东部学生比中西部学生更喜爱科学，东部学生（88.4%）认为“科学的学习有

趣”的比中部（80.0%）和西部（79.6%）约高 8个百分点，东部学生（92.1%）“对

科学感兴趣”的比中部（87.3%）和西部（86.7%）约高 5个百分点。

（2）动植物是中小学生最感兴趣的科学科目

中小学生最感兴趣的科学科目是动植物，超过八成（82.0%）的中小学生对

动植物感兴趣，其他依次是天文（77.0%）、化学（74.5%）、物理（70.2%）、地

理（68.9%）、人体（65.3%）。

高中生对所有科学科目的兴趣都低于小学生和初中生。由图 1-2 可知，下

降最明显的是对物理的兴趣，高中生（55.0%）对物理感兴趣的较小学生低 18.7

个百分点，较初中生低 26.3 个百分点。中小学生对除地理之外所有科学科目的

兴趣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对地理的兴趣则连续下降。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物理

化学

动植物

人体

天文

地理

小学 初中 高中

图 1-2  不同年级学生对科学科目兴趣的比较（%）

男生对动植物之外的所有科学科目的兴趣都高于女生。由图 1-3 可知，对

物理的兴趣性别差距最大，男生比女生高 11.4 个百分点；女生仅对动植物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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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高于男生，高 3.4 个百分点。

地理

天文 

人体

动植物

化学

物理

女

男

0.0

65.7
73.1

20.0

75.5
78.7

40.0

64.9
66.3

60.0

83.6
80.2

80.0

71.4
78.3

100.0

64.9
76.3

图 1-3  不同性别学生对科学科目兴趣的比较（%）

城市学生对所有科学科目的兴趣都高于农村学生。由图 1-4 可知，差距最

大的是对化学的兴趣，相差 8.3 个百分点；差距最小的是对动植物的兴趣，相差

0.9 个百分点。

地理

天文 

人体

动植物

化学

物理

乡村

城市

0.0

67.9
69.8

20.0

74.4
79.1

40.0

64.5
66.0

60.0

81.5
82.4

80.0

70.2
78.5

100.0

67.4
72.8

图 1-4  城乡学生对科学科目兴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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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学生对除天文之外的所有科学科目的兴趣都高于中西部学生。由图 1-5

可知，差距最大的是对化学的兴趣，东部较中部高 7.1 个百分点，较西部高 8.8

个百分点。

地理

天文 

人体

动植物

化学

物理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0.0

66.9
67.7
71.4

20.0

71.1
79.2
78.5

40.0

62.7
60.8

71.3

60.0

81.1
80.8
83.8

80.0

70.6
72.3

79.4

100.0

68.7
66.6

74.8

图 1-5  不同地域学生对科学科目兴趣的比较（%）

（3）九成中小学生对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及科学新发现等话题感兴趣

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最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是新发明 /新技术的应用、科学新

发现和食品安全，感兴趣的中小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90.2%、90.1%、88.7%，对

动植物及生态环境、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处理、环境污染治理、

宇宙探索与开发感兴趣的中小学生比例也都在 80% 以上，对教育问题和新的医

学发现感兴趣的在 70%以上，对农业问题感兴趣的最少，也接近 7成（见图 1-6）。

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对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及科学新发现等与科技有关的新闻

话题感兴趣的程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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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

新的医学发现

教育问题

能源问题

宇宙探索与开发

环境污染治理

自然灾害的预防与治理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

动植物或其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

科学新发现

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

0.0

67.6

72.5

20.0 40.0

90.2

60.0

90.1

88.7

85.1

80.0

84.2

82.8

78.6

100.0

82.7

82.6

72.6

图 1-6  中小学生对各类新闻话题的感兴趣程度（%）

从小学到高中，学生对科技话题的兴趣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初中生兴趣最高，

小学生次之，高中生最低。由图1-7可见，下降最多的是对宇宙探索与开发的兴趣，

高中生较小学生低 9.8 个百分点，较初中生低 10.5 个百分点。

95.0

90.0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科学新发现

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

新的医学发现

宇宙探索与开发

动植物及生态环境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

小学 初中 高中

图 1-7  不同年级学生对科技话题兴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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