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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如何利用科普的手段，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众的文化软实

力，是教育者急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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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有长久以来形成的儒

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有古籍、文物、陵墓、壁画

等各种实体，有造纸术、印刷术、曲艺杂谈等无形的技术

工艺。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着数千年的

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精髓。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或被认为曲高和寡，或被认

为旧时产物，并没有在现代社会获得较高的关注度。近年

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教

育学者意识到要将传统文化引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当

代大学生以及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巩固其爱国自荣的思

想政治正确性。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获得了一

些社会认知度，如 2020 年，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古籍保

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首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

项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力量进行古籍保护相关的学科建

设。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的民众接受度，

将其真正融入教育理念中，为培养优秀的爱国人才服务，

为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软实力做贡献，这些是我们教

育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科普，即科学知识普及的简称，是一种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推广科学精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让

科普活动走进民众、走进中小学一直是教育界大力推广的

事项之一。然而，科普并不局限于最新的研究、生涩的知

识，科普也可以很好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那么，传统文

化的科普之路到低该如何展开？我们需要先思考以下三

个问题。 

1  传统文化的科普对象 

我们该向谁进行传统文化的知识普及？本文列举了

3 类对象。 
一为从事传统文化的工作者，如非遗传人、传统文化

艺人、传统文化行业内工作人员等。这类人多接受的是传

承式的知识灌输，对传统文化本身有着很深的理解。然而，

他们缺乏用科学的、发展的思想认知传统文化的能力。针

对这类人，需要将传统文化背后的科学问题剖析简化后，

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方式展示给他们，这样才能帮助传

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有助于这类文化在现代社会重

新焕发光彩。 
二为传统文化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这类人员科学知识

背景雄厚，科技手段先进，但往往缺少对传统文化的浸入

式了解。对这类人员，可以采用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进

行文化科普，让其系统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缘起、传承、现

状，思考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这样才能及时地发现传统

文化背后的问题，剖析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要点，探究解

决之道。 
三为莘莘学子与广大民众。这类人员或对科学知识不

甚了解，或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传统文化对其而言多为

生活中的锦上添花，而非求生根本。但正是这类人，是科

学推广传统文化的重要对象。他们是社会的根基，是未来

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提升国际地位

的重要潜力军。只有将传统文化深入科普至他们内心，才

能将传统文化、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将创新荣

国的时代精神发扬光大。 

2  传统文化的科普内容 

传统文化需要科普的内容为何？ 
一为传统文化本身的历史文化信息，中国作为千年古

国，许多传统文化代表了当时民众的智慧结晶，背后隐藏

着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这类知识的推广，能提升民族

自豪感、中华文明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二为传统文化中的现代科学问题。在近代自然科学

蓬勃发展之前，人们认识事物多通过表型观察、现象描

述、实践操作及经验积累，有些问题常常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传统文化逐渐受到关注后，有许多一线科研工

作者加入其中，如科技考古、古籍保护学等学科也应运

而生。这给传统文化注入了一支强心针。然而，这些研

究的展示多以论文数据形式，略显枯燥乏味，民众接受

度不高，这也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社会推广。如果能

把一线的科学研究成果，用科普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

出来，将会大大提高民众的接受度，满足大众的精神需

求与科学追求。 
三是许多传统文化流传至今，多会面临一些困局，这

是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了解其发展瓶颈为何、共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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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会让科普受众更有参与感，也会对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的转型起到正面积极的影响。 

3  传统文化的科普途径 

80、90 后的青少年，科普多通过《十万个为什么》

这类科普读物完成。现今社会，科普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随着政府对科普的重视，催生了一系列先进的科普基地。

然而，在信息爆发的今天，过多的科普知识分散了传统文

化应受到的注意力。若想更好地开展传统文化科普，还需

各方政府领导支持，依托现有的自然科学或传统文化科普

基地，将科学与传统相容，推出新的展现形式的科普基地，

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与上海辰山植物园联手，

将传统手工纸的造纸原料与辰山庞大的植物种质库结合

展示，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其次，应多开展一线人员走入课堂、走入社区的互动

科普方式，用生动有趣、亲身体验的教学互动加强传统文

化对现代青少年与民众的影响力。如上海市实验中学的社

团课、上海外国语小学静安附属小学的实践课就多次引入

传统文化，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图 1  大学内的传统文化科普展 

 

图 2  科普活动学生制作的传统线装书册 

最后，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给科普活动注入了新的活

力，科普公众号、微博、电子读物都是现代学子与民众接

触科普的重要途径，利用好这些新媒体，能让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遍地开化，深深印入大众心中。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与军

事、经济、科技不同，文化的传播更容易深入人心。将传

统文化与科普工作结合，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大众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可度、自豪感、荣誉心，是我

们每个人都必须为之奋斗努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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