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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参照传播学学科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框架，对国内科学传播硕博论⽂文进⾏行行了了

全⾯面梳理理，发现在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两类与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

派相似的研究范式。⽬目前，经验研究占科学传播领域的主流地位，多借鉴传播学的经典理理论和实证研究

⽅方法，批判研究则更更多继承了了源⾃自科学元勘领域的批判传统和思辨⾊色彩，主要⽴立场是对科技发展与社会

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对科学主义现象的批判，⽽而两个学派之间的研究范式差别也正源⾃自于⽴立场和科学观

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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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dual framework of the school of empiricism and the school of criticism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ha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master’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the fiel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similar research paradigm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ritical research. At present, empirical research occupies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in the field, and 
the classic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are used for reference. Critical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ha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ism and speculation from the field of science studies, and its 
main standpoint i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ociety, and to 
criticize the phenomenon of scientism.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aradigms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are derived 
from their differences in positions and views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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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科学传播是⼀一个

内容⼴广泛的综合性研究领域，[1]从最宽泛的概念

上讲，科学传播囊括了了科学普及、公众理理解科学、

有反思的科学传播等与科学相关的传播研究。⽬目

前，国内对科学传播理理论与实践的⼀一阶研究⽐比较

兴旺，⼆二阶研究，即对科学传播的元勘研究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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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引起重视，例例如翟杰全、[2]吴国盛、[3]⽥田松、[4] 

刘华杰、[5]刘兵 [6]等学者对科学传播历史脉络、

学术理理念与渊源的梳理理，对国内学术图景的整体

描绘 [7]等。其中，⽥田松曾将科学传播与科技传播

或科普的关系，类⽐比于传播学批判学派和经验学

派之间的关系。[4]吴国盛也指出当代有反思的科

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挑

战了了关注传播⼿手段和效率的传统科普，形成了了中

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3]但现有的研究对于科

学传播领域借鉴传播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并不不多⻅见。

在传统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方法

论和学术⽴立场不不同，形成了了不不同的学派，其中主

要的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从学理理上讲，科学传播可以算作传播学学科

的⼀一个分⽀支领域，但在实践中科学传播⼜又有其相

对的独⽴立性，这既与在国内外发展的特殊历史背

景有关，也与国内传统中科普研究的特殊性和传

播学领域对其关注的相对缺乏有关。但是，在科

学传播研究中，对传播学的理理论与⽅方法（经验学

派与批判学派的理理论和⽅方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借鉴情况，或者说所呈现出来的与传播学经验学

派或批判学派在理理论倾向、⽴立场和⽅方法上的相似

性，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种借鉴或相似

性的背后，其实体现着研究者对科学传播本身不不

同的理理解和⽴立场。

在传统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的

⽅方法论和学术⽴立场不不同，形成了了不不同的学派，其

中主要的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经验学派成熟于 20 世纪的 40-50 年年代，以哥

伦⽐比亚学派、耶鲁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为代表，

是传播学的主流范式。经验学派有深厚的社会科

学基础，⽅方法论上依循北北美功能理理论传统，属于

纯粹实证和量量化的科学研究，[8]尤其关注通过⼤大

众传媒来实现社会管理理和控制的传播效果研究。

有研究指出，德弗勒勒等⼈人在《传播研究的⾥里里程碑碑》

中归纳的传播学研究的14座⾥里里程碑碑⼤大都是在拉斯

⻙韦尔开创的“ 5W” 传播模式的框架内通过纯粹实

证和量量化研究得到的，但这种量量化研究⽅方法和实

⽤用主义社会观后来遭到了了批判学派的严厉抨击。[9] 

批判学派是欧洲20世纪60年年代以后崛起的传

播研究范式。它通常被描述为“ 具有⻢马克思主义

⾊色彩或进步主义⾊色彩，价值⽴立场偏左，以理理论思

辨为认识论，定性研究为主，对社会现状进⾏行行批

判的研究范式，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传播研相

区隔、相对⽴立。” [10]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也并⾮非是

⼀一个完全统⼀一的体系，但其共同之处是都具有哲

学的、⽂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和理理智的特征。[11]甚

⾄至有⼈人曾认为：“ 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理论

为指针，以否定当前传播格局、传播秩序与传播

技术的合法性为旨归的研究学派均被称为批判学

派。” [12]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传播学中

所谈的法兰克福学派，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了⻢马

克斯· ⻙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挥了了

⻙韦伯关于“ ⼯工具理理性” 批判的思想。[8]在法兰克

福学派看来，“ ⼤大众传媒并没有带来⼈人的⾃自由与解

放，⽽而是导致了了⽂文化的异化和物化，传媒⽂文化批

判的中⼼心主题就是揭露露⼤大众⽂文化的物化与操纵机

制，从⽽而唤醒被压抑的⼈人的真正⽣生命欲望。” [9]批

判学派还包括伯明翰学派，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研

究学派，横跨了了传媒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社会学、

⼥女女性主义、结构主义等学科，以及后现代思想家

和传媒批判理理论浪潮中的⻄西⽅方学者，如福柯、鲍

德⾥里里亚等。[8]后来在学界成为热点的波兹曼的媒

介⽣生态学著作《娱乐致死》，也可以看作是典型代

表之⼀一。

总的来说，经验学派坚持实证主义的学术⽴立

场，持有⼯工具理理性，⽽而批判学派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推崇价值理理性。这样的两分法仍有争议，但虽然

批判的思想是⼀一个多样的总体，批判学派确有共

通性，体现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宏观视野上对

社会的批判，哲学的、⽂文学的⼈人道主义倾向上等。

本⽂文，即是借⽤用这样的⼆二元框架，来对中国

科学传播的研究的倾向、⽴立场和⽅方法进⾏行行分析讨

论。

二、研究样本

1. 样本选择

科学传播研究是⼀一个成果众多的领域，通过

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行检索，科学传播相关的期

刊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在 2018 年年已多达上万篇，

且这些庞杂的各种类型“ 研究” ⻥鱼⻰龙混杂，对其

进⾏行行梳理理并⾮非易易事。⼀一种可能的简化⽅方式是，以

归属于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作为

研究样本，因为硕博论⽂文其实可以作为⼀一种⽐比较

典型的该领域学理理性研究的代表，所以本⽂文选择

⽴立场与⽅方法的差异



80

了了对硕博论⽂文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依据的理理论和

⽅方法、学术观点和⽴立场进⾏行行梳理理，这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反映出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概貌，

探讨该领域的研究倾向、主题热点和发展⽅方向。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硕博论⽂文数据库进

⾏行行检索，关键词或题名包含“ 科普/科学普及、科

学传播/科技传播、公众理理解科学” 的硕博论⽂文

900多篇，剔除重复的和相关性很弱的，得到697
篇⽂文章。考虑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传播专业的

论⽂文未被知⽹网收录的现实情况，也将符合检索条

件的这部分论⽂文归集进来，最终样本是706篇研

究⽣生学位论⽂文。

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传播研究类的论⽂文，如

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争议研究等，受到其

作者本身对其研究⼯工作的定位（其实题名和关键

词也是这种定位或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和样本

选择的可操作性（不不符合设定的检索标准）影响，

本研究没有把这部分论⽂文纳⼊入进来。尽管如此，

本⽂文选取的样本在数量量和内容丰富性上也具有了了

⾜足够的代表性。

2. 研究方法及类目设置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量内容分析法，主要对

样本论⽂文来源⾼高校、学科领域、指导教师、理理论

与⽅方法、研究主题和⾼高频论⽂文等情况进⾏行行统计分

析。在此基础上，根据传播学界经验学派和批判

学派的不不同⽴立场、理理论内涵和研究⽅方法路路径，结

合国内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再将样本论⽂文

划分为以下类别：

（1）经验研究，是指借鉴了了或相似于传播学

经验学派研究范式进⾏行行的实证研究。

（2）批判研究，是指具有⼈人⽂文的⽴立场，采取

了了哲学的和理理性辨证的⽅方法，对现实中习以为常

观点态度具有⼀一定的反思甚⾄至颠覆，借鉴或相似

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

（3）中国特⾊色科普研究，是中国特有的科普

研究类型，如对科技兴农、农业技术推⼴广、科技

创新与科学普及等有中国特⾊色的内容的研究，主

要研究⽬目标是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此外，许

多从中国政府⽴立场上对推进公⺠民科学素养提升等

现实问题的分析，也可算作此类。

（4）科学传播的历史研究，包括对科普实践、

科普作品、科技传播、科学教育等历史的考察。

（5）其他类：包括科普产品展教设计、科普

场运营与评估、科普创作艺术、科普教育等与本

⽂文关注的经验与批判⼆二元框架关联不不⼤大的技术性

研究。

这⼏几种分类，⼤大致反映出了了中国科学传播研

究的总体特征，⽽而且在以上的分类中，各类彼此

间是可以有交叉的。但只有其中前两类，才是本

⽂文所要重点关注的。

    

三、研究发现
   

1. 论文研究类别

在对 706 篇论⽂文进⾏行行通读、分类的基础上，

整体情况整理理如表1。从传播学⼆二元框架来看，科

学传播的经验研究占有较⼤大⽐比重，批判研究仍是

少数。同时，这两类研究与标准的传播学经验学

派和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也并不不是完全对等，⽽而

是存在⼀一种类似和倾向，所以，本⽂文的划分是基

于借鉴或相似性意义上的设置标准。此外，在整

个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有中国特⾊色的科普虽

然也与经验和批判学派研究有部分相关性，但其

中更更⼤大⽐比例例上是不不属于传播学学理理范式的⽂文章。

表 1  论文研究类别统计  

论⽂文研究类别 篇数

经验研究 374

批判研究 135

中国特⾊色科普研究 199

科学传播的历史研究 51

其他类 127

经验研究+批判研究 75

经验研究+中国特⾊色科普研究 76

批判研究+中国特⾊色科普研究 1

注：由于单篇论文可能同时涉及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

等分类，故几类之和可能大于样本总量。

2. 样本涉及的学科

由于中国学位教育和科学传播领域的特殊

性，科学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归属或涉及的专业学

科领域⾮非常⼴广泛，其中，传统新闻传播学领域的

相关专业216篇；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科学技术史等学科，或统称科学元勘领

域194篇，是最主要的两⼤大领域，具体如表2所示。

此外，还有教育相关专业82篇，管理理学相关专业

83篇，其他理理⼯工农医类37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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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涉及的主要学科

论 ⽂文 数
量量（篇）

经验研
究（篇）

批 判 研
究（篇）

批 判 研
究占⽐比

1. 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 216 173 57 26.4%

传播学 112 85 35 31.3%

新闻传播学 51 45 7 13.7%

新闻学 42 36 13 31.0%

⼴广播电视艺术学 5 4 1 20.0%

⼴广播电视学 2 1 0 0.0%

科学传播 1 0 1 100.0%

体育新闻传播学 1 1 0 0.0%

数字媒体艺术 1 0 0 0.0%

⽂文艺与传媒 1 1 0 0.0%

2. 科学元勘相关专业 194 117 59 30.4%

科学技术哲学 161 105 52 32.3%

哲学 2 1 1 50.0%

科学技术史 27 9 5 18.5%

科学史 1 0 1 100.0%

物理理学（物理理学史) 1 0 0 0.0%

科学、技术与社会 1 1 0 0.0%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理 1 1 0 0.0%

注：由于单篇论文可能同时涉及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

等分类，故两者之和可能大于论文总篇数。

3. 来源高校、指导教师及高引文章

以单⼀一学校科学传播学位论⽂文数来统计，湖南

⼤大学、河北北⼤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学传播学位

论⽂文超过了了30篇，且均主要以新闻传播类专业为主，

其中湖南⼤大学36篇、河北北⼤大学有35篇、中国科学

院⼤大学30篇。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设⽴立了了科普专

业硕⼠士的六所⾼高校，[13]除了了华东师范⼤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其他如清华⼤大学、北北京师范⼤大学、北北京

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并没有进⼊入排名靠前的位

置，可能与科普专业硕⼠士并不不以学位论⽂文作为硬性

毕业考核指标，⽽而更更注重毕业设计形式有关。

从指导论⽂文数量量排名前⼗十位的指导教师来看，

科学元勘领域研究者要多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

究者，⽽而且可以明显看出，科学元勘领域的指导

者更更倾向于批判研究，甚⾄至以批判研究为主，如

刘华杰、任⽟玉凤、刘兵等学者指导的论⽂文。（表3）

从引⽤用率排名前⼗十位的论⽂文来看，除⼀一篇传播

学专业的有关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规律律的经验研究

外，主要是科学元勘领域的论⽂文引⽤用率较⾼高。（表4）

总的来看，科学传播硕博研究对传播学研究范

式的借⽤用并不不⼗十分⼴广泛，只有近60%的⽂文章借鉴了了

传播学经验与批判的⼆二元框架，且个别⽂文章只是对

传播学研究理理论和⽅方法的简单套⽤用，甚⾄至同名不不同

质，⽐比如出现对内容分析法的误⽤用等现象。

四、讨论：科学传播中的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

导师姓名 单位机构 主要研究领域 指导论⽂文数量量 经验研究数量量 批判研究数量量 批判研究占⽐比

李李浩鸣 湖南⼤大学 科技新闻、科技传播 18 18 0 0.0%

刘兵 清华⼤大学
（及河北北⼤大学兼职）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兼及科学⽂文化与传播 18 9 16 88.9%

李李⼤大光  中国科学院⼤大学 科技传播理理论与实践 10 5 3 30.0%

陈红兵 东北北⼤大学 技术哲学，科学
技术与社会（STS） 12 11 3 25.0%

刘华杰 北北京⼤大学
（及河北北⼤大学兼职）

科学哲学、科学传播、
科学思想史、博物学
⽂文化与博物学史研究

11 6 10 90.9%

陶贤都 湖南⼤大学 科技新闻、科技传播 10 10 0 0.0%

姚远 ⻄西北北⼤大学 科学传播史，科学教育史 7 1 0 0.0%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知识管理理，信息传播 6 5 2 28.6%

任⽟玉凤 内蒙古⼤大学 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
科学技术史 6 4 6 100.0%

莫扬  中国科学院⼤大学 新闻学，科学传播、
科技类博物馆 5 4 0 0.0%

表 3  指导论文数量排在前 10 位的导师相关信息

注：由于单篇论文可能同时涉及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等分类，故两者之和可能大于论文总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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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样本中表现出了了对传播学⼆二元框架的

借鉴倾向或相似性的425篇论⽂文进⼀一步进⾏行行了了⽂文本

分析。在这部分⽂文章中，来⾃自新闻传播学类专业

有194篇，科学元勘相关专业的有156篇。

从数据上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与科学元

勘专业都以经验研究为主，批判研究占⽐比（26.4%
与30.4%）相差并不不显著。考虑到⼀一个特殊的现象，

在河北北⼤大学传播学专业兼职的刘华杰、刘兵两位

指导教师均是来⾃自科学元勘领域的学者，如果把

他们指导的21篇科学传播论⽂文排除掉，那么新闻

传播学类专业批判研究占⽐比就降为16.7%，明显低

于科学元勘专业的30.4%。结合前⽂文对指导教师和

⾼高引⽂文章的分析，似乎可以说科学元勘专业的批

判性还是要稍胜⼀一筹。

在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理理论和研究⽅方法的借

鉴或相似性上，两个学科领域并⽆无明显差异，涉

及到的经验学派理理论有传播模式（主要是拉斯⻙韦

尔的5W模式）、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框架分

析理理论、创新与扩散、意⻅见领袖、把关⼈人理理论等。

⽐比较常⻅见的⽅方法有案例例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

谈法和内容分析法等实证、量量化的⽅方法。⽽而对批

判学派的借鉴或相似性中，两个学科领域都涉及

社会建构论、⻛风险社会、社会性别理理论视⻆角，对

传统的传播模式（如缺失模型）进⾏行行批判，提倡

有反思性的科学传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相对

于新闻传播类专业重视的传播模式和媒介⽂文化批

判，科学元勘研究更更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和

反思，倾向于超越⻄西⽅方科学⼀一元论的多元科学⽂文

化观，例例如有⽂文章倡导博物学、注重地⽅方性知识等，

总体上，更更多对科学传播的内容本身进⾏行行了了反思，

尤其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由此可⻅见，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立场和⽅方法主

要差异并不不是来⾃自学科之间，⽽而是经验与批判研

究之间的⽴立场与范式的差异，这与传统传播学的

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二元框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相似性。但其实在经验研究上，科学传播对传统

传播学的理理论和⽅方法借鉴或者相似性⽐比较明显，

⽽而在批判研究上，说科学传播借鉴了了传播学批判

学派的研究范式，其实也并不不⼗十分准确，因为科

学元勘学科领域本身就有着批判研究的理理论资源

和传统，这两者甚⾄至可以说是不不谋⽽而合。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在我国科学传播

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

判学派的⼆二元框架。

⾸首先，本研究中发现，从数量量上讲，科学传

播的经验研究占主流地位，批判研究要相对弱势。

经验研究多借鉴或类似于传播学的经典理理论和实

证研究⽅方法，更更注重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关注

点局限于如何利利⽤用媒体有效地传播，以促进公众

题名 作者 导师 作者单位 专业 学位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下载频次

新媒体时代科学
传播规律律性探析 陈哲 郑保章

武⽂文颖 ⼤大连理理⼯工⼤大学 传播学 硕⼠士 2009年年 50 2732

我国科普⽹网站现状
及对策研究 苏冰 史⽟玉⺠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 硕⼠士 2009年年 43 2352

我国科普⼯工作存在问题的
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李李成芳 李李锐锋 武汉科技⼤大学 科技哲学 硕⼠士 2003年年 42 2418

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 刘新芳 史⽟玉⺠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博⼠士 2010年年 39 2541

新媒体科学传播
亲和⼒力力的话语建构研究 赵莉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理 博⼠士 2014年年 33 3941

在国际背景下对《⼈人⺠民⽇日
报》转基因⻝⾷食品和作物报

道的案例例研究
李李敏敏 刘兵 北北京⼤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2007年年 31 1128

科技政策的公众参与研究 ⽑毛宝铭 许志晋 吉林林⼤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博⼠士 2006年年 28 2192

科技传播的受众研究 张⽊木兰 丁⻓长⻘青 河海海⼤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2007年年 27 1248

科学传播的哲学研究 尹兆鹏 周昌忠 复旦⼤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博⼠士 2004年年 25 2180

科学传播的演变研究 史晓雷雷 陈敬全 东华⼤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 2006年年 25 1264

表 4  排名前十位的高引文章信息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42卷  第6期（2020年年6⽉月）: 78-83



83

科学素养的提升，这其实上是不不加反思地预设了了

所传播内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而类似

于批判学派的科学传播研究，则更更多继承了了源⾃自

科学元勘领域的批判传统和思辨⾊色彩，主要⽴立场

是对科技本身、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

因⽽而更更注重传播内容，即应该传播什什么样的科学，

以及为什什么传播的问题。[6]显然，后⼀一问题本应

是前⼀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这种差异也正

代表了了“ 传统科普” 和后来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各

有⾃自突出的典型特点。

其次，两个学派之间的研究范式差别，也源

⾃自于各⾃自的⽴立场和科学观之差异。经验研究突出

地追求量量化和实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实际

上潜在地隐含了了某种类似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

的⽴立场，默认了了⼀一元论的⻄西⽅方科学观。⽽而批判研

究侧重哲学思辨范式，更更倾向于反科学主义的批

判、反思的⽴立场，也有某种多元科学⽂文化观的体

现。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种区隔和差异，

其实跟国内科学教育和科普实践传统有关，在⻓长

期的缺省配置下，⼤大部分科普研究者对于科学本

身的理理解和在此基础上对于科学传播的理理解，都

有带有浓重的科学主义⾊色彩。科学传播硕博论⽂文

中就有很⼤大⽐比例例的中国特⾊色的科普研究，缺乏学

科理理论基础，包括对传播学理理论和⽅方法之借鉴的

不不够重视，也缺乏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具

体到学科层⾯面，这也与⽂文理理分科和学科之间差别

有关，由于在科学传播中科学这⼀一主体本身的特

殊性，和传播学早期对科学传播领域的忽视以及

传播学批判学派在国内的弱势地位有关。[14]同时，

这种情况也是当下社会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体

现，如对数理理统计之类“ 科学⽅方法” 的过度追求等。

本⽂文发现实际上现有的许多批判研究是与经

验研究并⾏行行的，相当⼀一部分批判研究的⽂文章也是

基于实证的经验研究基础上的反思和批判。所以，

有研究者 [15]认为我国科学元勘领域学者虽然把批

判性的科学传播带⼊入到科普研究中，但仍然缺乏

反思中国科学传播过程的经验研究的说法是⽚片⾯面

的。传播学批判学派通常不不屑于采⽤用经验的实证

的研究⽅方法，但科学传播学批判研究却体现出对

实证研究⽅方法的接纳和认可。当然，如何打破学

科之间的壁垒和⼆二元框架的界限，在科学传播这

⼀一特殊领域中，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是否存在着

⼀一种融合可能性甚或趋势，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

⼊入思考的问题。

总之，以参照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

研究范式作为切⼊入点，以有代表性的硕博论⽂文为

样本，通过上述的分类、分析和讨论，可以让我

们对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的总体现状有所了了解，

对其不不同类型的研究的理理论、⽴立场和⽅方法，及其

背后的深层背景，有⼀一些更更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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