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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简称科普，这个词语大家早已
耳熟能详。然而稍加推究就会发现，对科普的
理解和认识还有种种不同。有些习以为常、自
以为正确的观念，实际上有失偏颇，甚至是错
误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科普
更应当讲科学。搞好科普，需要注意澄清一些
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科学普及是不是只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不是！因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自然科学

知识，还有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知识等多种
知识。各种科学知识都是科普的内容。

2020年8月出版的《辞海》（第七版）对科
学知识的分类是这样表述的：“按研究对象的
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按
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
学、应用科学等。”各种门类的科学知识，各有
其特定研究范畴和内容体系，也各有其价值和
意义。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
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
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
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的思
维的规律、方法和应用的综合性科学。各种科
学知识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绝、完全割裂的，而
是既互相区别、各有特定内涵，又互相联系、相
互交叉融合。如系统论、医疗哲学等综合科学
规模庞大、潜力无穷，不仅包括系统科学、边缘
科学（交叉科学）而且是未来新兴学科和新兴
科学的摇篮。无论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社会
的发展进步，都需要各种科学知识的滋养。

当然，科普也不能过度泛化为普及人类所
有的一切知识。应当依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科
普对象的不同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禁锢比较严重，
普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辩证
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就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重
要任务。当前，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的普及率仍然偏低，科普的重点还应当
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要求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需要，学校的科普教
育在搞好现代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还应当注
重搞好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知识
的教育。农村则应着重开展现代农业科技知识
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知识的普及。

二、科学普及是不是只普及科学知识？
不是！因为科普除了普及科学知识，还需

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

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的活动。”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
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这些权威文件都
清晰表明，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更应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倡导
科学思想、培育科学方法，改变了过去那种一讲科普，就认为是普及科技
知识，而忽略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普及的片面认识。

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培育，离不开科学知识的学习掌握；科
普不能停留在科学知识的学习掌握上。科学知识一般是某一领域、某一专业
的知识，相对而言是比较具体、适应面比较窄，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
方法是在具体科学知识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更带普遍性的理性认知，可以上
升转化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情感、意志和品质，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
行为价值取向。科普应当从单纯“知识补课”向注重“价值引领”转变，更加注
重突出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思想的倡导、科学方法的培育，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传递科学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加强理性质疑、勇于
创新、求真务实、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建设，坚定创新自信，形成崇尚创新的
社会氛围，从而更好地更全面地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三、教师、科技工作者是不是科学普及的受教者？
是！因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教师、科技工作者是进行科普的主要施教

者，同时也是重要的科普受教者。那种只注重赋予教师、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
的职责任务，忽略他们同样需要加强科学知识普及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对的。

国务院印发的《纲要》对提升教师、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素质作出了明确
部署。提出，要实施教师科学素质提升工程。将科学精神纳入教师培养过程，
将科学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加强新科技知识和技能培训。加
大对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的培训
力度；要强化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打造科学家博
物馆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建设，深入开展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活动。

毫无疑问，教师、科技工作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比较多的社会群体。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浩如烟海，体系庞大，分支越来越
多，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科学知识。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
的结果，容易导致个人专注于某一种知识和技能，而对其他东西缺乏学习了
解，带来认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近年来，硕士博士被电信诈骗、专家学者论
文成果作假等报道屡见媒体。正反两方面事实充分表明，教师、科技工作者
同样需要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
学习涵养。只有这个群体走在科普前列，首先接受科普教育，提高科学素养，
才能更好地开展科普工作、高质量服务大众。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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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节要到了，开始
准备年饭的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
他一次次彻夜不眠极端投入地为我
们准备年饭的兴奋的样子。

昨夜第一次尝试做肉皮冻，至
夜晚 12 点连皮带汤倒入小盆置于阳
台，今晨一看，非常成功。异常兴
奋！切块后加了蒜泥、香油、香菜
端至案前向父亲的遗像敬献。

小时候这点肉皮冻给年幼的不
爱吃肉的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啊。因
为过量食用油渣的缘故，小时候我
拒绝吃肉。每到过年时，馋馋的，
肉皮冻里酱油色的胶质的“冻冻”
成为我的极大安慰，在哥哥的抱怨
中，父亲特别将“冻冻”比较多的
部分切了给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那

其实是肉汤凝固而得。
现在回想起来，物质那么贫乏的

年代，年轻的父母亲在从大家庭中分
门另住带着三个小孩子的背景下，依
然那么重视吃食、那么重视年饭，咬
着牙也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是一
对夫妇多么进取的状态啊。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
三姊妹在一个床上躺着守夜，亲近如
儿时。有时候会追问，父母很少谈家
庭成员要团结、齐心等等之类的话，
为何年长之后的我们三姊妹依然会那
样心心念念地亲？我想我们的家教就
在曾经年轻的父母颇为拼搏的劳作
中，在他们不懈怠每一次年饭的仪式
中，在他们时不时地给孩子们的美食
款待中，在他们无条件的深情的无言

的爱抚里。
父 母 亲 身 上 充 溢 着 的 热 情 、 乐

观、进取、勤奋连同他们无限绵长的
爱，会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当遇
到极端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他们的
身影会浮现出来，成为一种巨大的支
持力量。而姊妹间的深情和对生活的
爱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悄无声息地
植入了我们的灵魂深处。

今晨，我将第一次自己亲手制作
的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美味端至放了父
亲遗像的书案前，还特别燃起一炷
香，请老人家回来“享用”。

我对女儿说：“你们的爷爷，他多
幸福啊！他有这么爱他的我们！也因
为 我 们 的 爱 ， 他 一 直 未 曾 离 开 。”

（贺潇）

肉 皮 冻 随 想

小时候的腊月，是一段兴兴头头
的日子。迎年的热情点燃了村庄，娘
也像换了个人：往常，总是牛一样不
停忙碌的她，恢复了文艺的天性。她
哼小曲儿，做年花儿，扎“送灶爷”
的车马，做彩纸灯笼……在我看来，
这些都像游戏般有趣，有一种创作的
味道。

娘最文艺的一面，是从一叠平板
板的红纸里，眨眼间，掏出一张活灵
活现的红窗花儿来，像变魔术。我们
的白窗纸上，总有艳艳的“喜鹊啄
梅”；炕围子周围，是十几个翘尾巴
狗儿，驮着“福”字绕成一圈；要
不，就是憨憨的卷毛狮舞绣球。门板
上的两个“福”字，总是带着故事
的：“福”的衣字旁里，是大公鸡昂
头看一盏灯笼；右边的“田字底”
里，是小山羊在吃草……

腊月的日子也不能说清闲。从喝
了腊八粥，日子就被排好了程序，天
天有新主题。置办年货赶大集，鸟衔
枝一样，东一枝西一枝往家办年货；
掸尘扫屋，清洗衣物，给家里每个人
做新衣新鞋，杀年猪，做豆腐，蒸年
糕，灌粉肠，蒸馍馍，煎炸各种吃
食，红烧猪肉……娘和爹一项项完成
着迎年的项目。

在这些活计的间隙里，娘忽然
说：“来，咱们剪窗花玩儿吧。”

娘卷起炕上被褥，安一张小方
桌，又把柜顶上的彩纸拿过来。我们
脱鞋上炕，在炕上叽叽嘎嘎，边打闹，
边看娘剪窗花。

娘把彩纸认真地叠成方格、叠成
三角形或菱形，然后将剪刀插进纸

里。我们好奇地看着，看剪刀的一张利口
之下，那红艳艳的春意是怎么被掏出来
的？嘿，那剪刀好像有自己的路，它不疾
不徐、缓缓前行，左踟蹰，右停顿，行一
步，退一退，这儿掏掏，那儿裁裁……最
后，那个锐锐的纸角，被娘咔嚓剪去。红
纸层层展开，一幅“喜鹊啄梅”便簌簌脱
胎而成。娘双手端着，将它在窗格子上比
画了一下。白生生的窗纸，映得那幅“梅”
鲜艳得炫目。我心里咯吧响了一声，我被
那种鲜明的搭配震惊得满心春意。

娘剪窗花，是从小跟姥姥学来的；
姥姥又是跟太姥姥学来的。也就是说，
剪窗花是辈辈传承，搁现在，算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了。但那时候，我娘总不满
足于姥姥教的花样，总想自己创个新。
有时，她剪着剪着，手上停下来了，那
剪刀好像迷路的孩子，不知道要走向哪
儿。娘蹙眉迟疑着、琢磨着，又左右比
画着，还不让我们大声嚷嚷。她那入神
的神态，很严肃，令人不敢再聒噪。终
于，娘的剪刀再次起步了，簌簌簌簌，
七拐八拐。这拐来拐去的会拐出什么好
玩儿的花样呢。

娘抿着嘴，也不言语。最后谜底
揭晓：娘剪的是一头老牛，牛身上三
朵梅，牛犄角上三道纹儿，眼睫毛长
长的，牛头低着往前猛拱。那年，我
们迎来的是牛年。

现在想来，我娘一个普通的农妇，
整日做的就是抚养儿女、操持家务、喂
猪喂牛、下田跟土地庄稼打交道，而她
的精神世界里珍藏着一派美的世界，还
能把那种美，呈现在自己的手中，那是
对美的表达啊。多年以后，我在书中读
到梁启超先生有关审美的论断：“独美
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
粹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不
由得感叹，那剪窗花的过程，便是一场
唤醒美的教育呢。

娘剪完窗花，就指导着我们去贴。我
们爬上窗台，抹糨糊，贴窗花，贴好了，用
双手细细地抚平。娘又让我们到屋外去
看看。那时，昏黄的灯光，透得窗纸一片
朦胧。就在那方朦胧上，隐隐透出一枝
梅，梅枝上喜鹊昂着小巧的头；窗纸四
角，是四只流苏飘飞的红灯笼……简陋
的小院子里雪花飘着，一切单调沉寂，而
这扇温暖的窗口，传递给我们的，像是梦
里的世界……

是啊，不论什么年代，世界从不缺
少美。美，让生活变得温润可喜。如今，
剪窗花、扎灯笼、写对联、做年花儿……
那手作的年代，正在渐行渐远；但那种对
待生活的乐观，那种面向世界的温柔和
坚定，似乎沉淀在心，成为一种力量，让
我们去面对广阔而浩渺的人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窗花里的美育课
米丽宏

又到过年时
一年一度又到春节。其实，春节，何尝不是一场盛大的仪式。一家一户，每个普通的中国

人，正是在迎春的浓厚氛围里，传递了自己朴素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热望。
——编者

2022年1月末的河北张家口，气温
已稳稳地落在零摄氏度以下。随着冬奥
倒计时的日益临近，张家口市冰雪运动
的热情更加高涨，挥杆、击射、跪挡……
在张家口“冰之梦”滑冰场，大境门小学
冰球队的孩子们训练正酣，在速度与激
情中，“冬奥小主人”的姿态跃然冰上。

因时而生的学校冰球队

大境门，张家口市的地标性古建筑，
是国家长城文化公园所在地。而以此命
名的大境门小学，其旧址就在这长城脚
下。

2018年，在北京张家口联合办奥的
背景下，学校大力开展“冰雪运动进校
园”活动，将“打造冰雪运动名片”作为学
校体育工作的新亮点，学校也前瞻性地

组建了张家口市区首支青少年冰球队，
并成为河北省首批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全国冰雪特色学校。

冰雪运动进校园，听起来很美，但实
际上要想发展好，却并不容易。“在这件
事上，我特别佩服李海瑛校长的前瞻性
和勇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通过各种
努力，逐个解决现实的困难，呵护孩子们
的冰雪之约。”据大境门小学教务主任梁
娜介绍，冰雪教育进校园首先难点是场
地问题。“刚建队时，我们的师生除了热
情无限，其他条件都很有限。没有冰场，
我们就在旱地练习轮滑打基础。记得第
一年冬天，老师们自己在操场上浇出了
一块冰，虽然不专业，但让孩子们有了上
冰体验。”梁娜说，专业师资严重短缺也
是学校遇到的问题，没有专业教练，学校

将社会上冰球俱乐部的教练请进校园。
梁娜是一名从体育教师成长起来的

教学干部。在她看来，体育运动特别能磨
炼人的性格品格，而打冰球更是锻炼人。
在梁娜看来，冰球是冰雪项目中唯一的球
类运动，被称作“冰上勇敢者的游戏”，打
冰球不仅能锻炼身体素质，还能较好地培
养团队合作能力。而且冰上运动还有一种
特别的艺术美感。“不管孩子们长大后是
否打冰球，但小学阶段的成长中，有接触
冰球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成长绝对有帮
助。”梁娜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说。

“现在的孩子们真幸福，平时在学校冰
球社团活动进行冰球练习、相关体能练习
以及理论知识等方面的授课。周五、周六、
周日三天去室内冰场进行训练。”梁娜介
绍，从旱地轮滑到冰上竞技，冰球队的成长
也见证了学校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
学校冰雪教育的成效。目前，学校冰球队已
经形成了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龄段
均有大量队员的三个梯队，为冰球运动的
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因势而燃的校园冰雪教育

“因为家门口冬奥会的筹办，我们冰球
队的孩子们也参加了不少活动，这种社会
氛围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冰雪的热爱。”
据李海英介绍，冰球队小明星，参与了省市
区不同层面多个冬奥宣传片的拍摄。去年
暑假，学校冰球队队员们参加了全民健身
与奥运同行“全民健身日”线上启动仪式，
活动在央视第五套体育频道节目中播出；
冰球队队员与德国友人录制的《相约冬奥》
也在张家口电视台一套播出。当孩子们通
过电视看到自己的身影，用自己的方式宣
传冬奥、推介家乡，倍增了荣誉感。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
在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向国际社会做出

的郑重承诺。在这个美好愿景实现的途中，
青少年群体是基础，也是关键。但组建校冰球
队和冰壶队，不仅是为了培养更多优秀选手，
同时还希望有更多孩子能有机会接触、了解、
喜爱冰雪运动。”随着冬奥会的临近，李海英
心中对冰雪教育的目标更加清晰，在国家

“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学校以“冰雪运动进
校园”为抓手，设立了冰雪、轮滑特色课程，
拥有2名专任冰雪体育教师、2位外聘冰球
教练。如今，全校学生都有机会参与、体验
了滑冰、滑雪、越野轮滑、冰壶、冰球等冰雪
运动的魅力。这不仅推动了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的大力提升，还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
童年，也让冰雪运动成为学生认识冬奥、认
识世界的一个窗口。

为了点燃起所有师生的“冬奥激
情”，大境门小学提出“共享冬奥”的理
念，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体育发
展规律，使冰雪运动与每个孩子的日常
生活建立联系，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
勇于拼搏的精神，形成“人人学冬奥项
目、人人知冬奥常识、人人懂冬奥礼仪”的
冰雪运动氛围，致力培养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为了彰显冬奥小主人的风采，今年学
校的寒假作业也颇具“冬奥特色”——在主
题为“童心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寒假作
业中，除了有观看冬奥会的“必选项目”
外，还有剪纸、拼图、彩泥、绘画、录制
视频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让不同年级的孩
子们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
学生的家长多为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水平
有限，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讲
解、宣传活动，进一步带动家长们对家门
口举办的冬奥会的了解，增强市民的东道
主意识。”李海瑛说，“盛事近在眼前，冬
奥会激发的孩子们心中的梦想种子，会面
向未来扎根生长。”

做 好 冬 奥 小 主 人
——张家口市大境门小学冰球队的“冰雪之约”

本报记者 张惠娟

大境门小学冰球队正在训练中。

编后：
传统农历小年的晨起，看到

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的小文，题
目是《什么是父母最重要的奖励？》
朱永新常委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
《园丁与木匠》。据朱常委介绍，该
书的作者艾利森·高普尼克是牛津
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和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与哲学教
授，也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学习与发
展研究领袖，对于儿童的大脑、心
智和学习方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
独到的见解。在这篇荐读文章中，朱
永新常委特别援引了书中作者的一
段话：“作为父母，最重要的奖励不
是孩子的成绩和奖杯，甚至也不是
他们的毕业典礼和婚礼，而是与孩
子一起生活所感受到的身心愉悦，
以及孩子与你在一起的点滴快乐
时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版。）”“上述这段文字出自该书的引
言部分，强调了父母与孩子关系的
重要性，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观点之
一。也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最重
要的奖励不是来自孩子的学习成
绩，或者考上了什么名牌学校，找到
了什么高薪体面的工作，不是孩子
们的那些高光时刻，而是来自你与
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所感受到的
身心愉悦，来自你真正地享受那些
你与孩子在一起时分分秒秒的点
滴时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一起
成长是最美丽的教育风景。”朱永新
强调。的确，当时光流逝，无论已经
成年的孩子，还是逐渐老去的父母，
回首时，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一定
是那些和父母亲朋孩子等最亲密
的人在一起的温暖的点点滴滴。而
春节正是这样一个能给全体中国
人创造特别记忆的特别时刻。让我
们珍惜。 （贺春兰）

教育部等九部门2021年12月
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
行动计划》指出：进一步提高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水平，到2025年，全国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
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
以上。目前各地政府牢牢把握公益
普惠基本方向，着力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但结合自己的办园体
验和对部分办园人的调研，福建省
政协委员谢燕川发现，目前一些地
方政府核定的普惠园保教费标准过
低，造成实际生均培养成本与政府
核定的收费标准之间存在很大差
距，以至于让部分办学者陷入困境。

谢燕川委员指出，普惠幼儿园
保教费的合理定价，不仅关乎幼儿
园生存与发展，更是幼儿园优质运
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投入足
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切实保
障办学质量，最终让受教育者受益。

“园所入不敷出，品质必然难以
保障。政府要客观考虑民办普惠园
的实际投入成本，放宽对民办普惠

园的收费限制，通过合理保教费定
价及开办奖补、生均奖补等，保证民
办普惠园办学品质及园所的建设和
发展。”为此谢燕川建议核算幼儿园
实际生均培养成本，科学制定民办
普惠幼儿园保教费收取标准。“民办
园既不能像公办园那样享受国家无
偿提供的办园场地，需支付高额房
租，又不能像公办园一样由国家负责
幼儿园投资和教职员工资福利，要依
靠保教费收入努力满足教师的劳动
报酬来稳定师资。”谢燕川指出，“目
前，地方政府核定普惠幼儿园收费标
准是按照当地同级公办园收费标准
或1.3至2倍定价，刚转为普惠的幼
儿园则按照未定级的最低标准收取
保教费和获得最低的政府的补贴，财
政补贴杯水车薪，使得民办普惠园收
费加政府生均补贴仍低于实际生均
培养成本。给民办普惠园保教费定
价，如果不能如实计算房租和投资折
旧成本，不能按公办园教师实际工资
标准计算民办教师工资成本等，势必
会造成民办普惠园师资流失，办学质
量难以保障。”

谢燕川委员在福建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呼吁

各地需要合理制定普惠幼儿园收费标准
本报记者 贺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