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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研究的发展

脉络、问题特征和未来实践方向研究
于蒙蒙 1， 张雷生 2

（1.哈尔滨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2.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学术界关于科学家精神的相关文献，总结了科学家精神及其相关研究的

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现有研究的关注焦点、特征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对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内

涵、推广和传播的方法、途径、成效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在积极推进

教育综合改革、加速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策略的当下，弘扬科学家精神以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

未来趋势和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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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与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1］。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2］，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既依赖技术手段与制度保障，

又需要深厚的文化支撑与价值引领［3］。为了有效应对科研领域中浮躁、功利性导向等现实问题，国

家高度重视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从思想和价值观层面推动科研文化重塑与科技事业可持续发展。

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4］，从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六个方面，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核

心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这既是长期科研实践的精神积淀，又是推动科技创新与建设科技强国的

重要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

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5］科学家精神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2022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

及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促进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与科学文化建设有机结

合［6］。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孕育并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5］，是科学事业薪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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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不断进步的思想根基。深入研究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发展路径及其实践应用，有助于引领科研

风尚，全面揭示其价值所在，为科技文化建设和教育创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国内学界关于科学家精神研究的发展脉络概述

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浮躁、功利风气以及学术不端等问题，对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挑

战［7］。为了重塑科研价值观、推动科研伦理建设，引领科技事业走向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协于 2018
年首次提出科学家精神，作为新时代科技工作的价值导向，逐步深化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和

文化支撑［3］。以 2018年为界限，可将科学家精神研究划分为起步发展和认识深化两个阶段，两者既

有传承，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起步和发展阶段（1994—2017年）
该阶段，尽管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尚未被明确提出，但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体现了相关价值观

念和思想。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着重强调了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学

术规范，为科学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2000年后，学界开始关注科学家在科研实践中的价值观

问题，探讨了爱国奉献、创新求实等核心品质的重要性［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科技创新提到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科学家精神要素已显现，但尚未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关于

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为科技人员创造潜心研究的

良好环境”，这凸显了科研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精神需求。此时，学界聚焦于科学精神的普适性规

范，包括默顿规范中的“四大特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态度）［9］，关注科研人

员的职业伦理［10］与道德品质［11］，强调科学活动的独立性和科学家的全球性特质。

该阶段尽管相关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科学家精神的价值以及科学内涵也尚未被正式提出，但其

核心思想逐渐积累成熟并初现雏形。研究视角大多从西方科学社会学理论出发，以学术探讨和案

例解读为主［12］，缺乏概念以上的创新与突破跨越［13］，并且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具体精神特质研究相

对欠缺，尤其是未能突出科学家群体应有的爱国主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内涵。此外，相关研究

主题较为泛化零碎，尚未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的理论，加之研究文献数量相对有限，研究热度较低，

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有限。

（二） 认识不断深化阶段（2018年—迄今）

2018年，科学家精神正式被提出，标志着科学家精神从隐性价值转向显性表达，成为科技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为研究注入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核心内容，使得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逐步具体化和

实践化，为科学家精神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发布，提出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涵：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14］，并

将其作为加强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的关键抓手［15］。2019年起，科学家精神开始融入基础教育，被写

入了中小学课程标准，并在研究生教育、科研团队管理中逐步实践。2022年，《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强调弘扬科学家精神对于增强全民科学素养的战略意义［6］。

在政策引导下科学家精神研究实践化特征明显，广泛融入教育教学、科技传播和政策制定。研

究突出科学家精神的中国化表达，深入剖析如钱学森［16］、袁隆平［17］、赵九章［18］等科学家的精神品质。

此阶段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科学家精神从理论到实践全面落实，成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的重要支

撑。研究紧跟国家战略需求，与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度契合，从理论探讨延伸到课程思政、科技馆

建设等多个领域［19］。科学家精神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的伦理特质，还展示了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

怀、集体主义和创新精神。另外，研究对象也从单一科学家扩展到科学家团队，强调协同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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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三） 两个阶段的有机衔接与演进

对科学家精神的研究经历了从“普适性”到“中国化”的转变，体现了科学家精神理论和实践的

不断发展，也反映了国家科技文化建设与战略需求的变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奠定了科学精神的理

论基础，侧重学术讨论和职业规范；认识不断深化阶段，研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完成了

概念的继承与创新，更加关注科学家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责任，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社会教育，实现了

科学家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科学家精神正从概念化、符号化向系统化和生动化转变，

成为国家科技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深化与推广。

科学家精神研究演进体现了内容、目标和重点的有机衔接与深化。起步和发展阶段聚焦科学

精神的普适价值和职业规范，奠定了理论基础。认识不断深化阶段则融入中国文化与历史背景，结

合新时代需求，创新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家精神体系，使其从学术伦理扩展为国家科技文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融入教育、科研管理和社会实践，实现从理论到应用的全面推广。

研究目标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导向的转变，起步和发展以学术讨论为主，侧重科学精神的

核心概念及其在科研中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不断深化阶段聚焦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教育需求，赋予

科学家精神以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引导科研人员践行国家科技战略，助力科技自立自

强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重点从职业规范向精神内涵深入发展，从解决学术不端和浮躁风气的

规范性要求，转向挖掘科学家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责任。认识不断深化阶段通过结合国际挑战与技

术需求，强调科学家精神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并通过历史案例与政策引导推

动其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与落地。未来，科学家精神将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的文化和价值引领。

二、当前国内学界关于科学家精神研究的现状特征及问题解析

（一）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科学家精神研究的现状

1. 科学家精神的形成背景与价值引领

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首先，科学家精神的形成植根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

程，富有丰富的历史传承价值［20］。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中，邓稼先、钱学森、李政道等

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坚定的爱国

情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实践，奠定了科学家精神的核心特质。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为科学家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文化积

淀与深厚的价值基础［3］。中国的科学家精神区别于西方强调个人成就的科学精神，更加注重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和集体协作［21］。这一文化特质使得科学家精神更容易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成为推

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动力。最后，科学家精神的塑造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紧密相连，并有机融

合［22］。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科学家精神被赋予引领科技工作者使命担当的

责任，成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22］，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科学家精神以求真务实和勇于创新为核心，既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思想指引，又为科技创新注入

精神动力。其求实与奉献精神规范科研行为，营造健康学术环境，保障科研生态［23］。科学家精神还

具有社会教育意义，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在国家战略中，科学家精

神被赋予更高意义，体现科技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合作话语权，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科技工作者长期实践的精神财富［24］，科学家精神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揭示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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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驱动、行为规范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2.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与时代特征

科学家精神具有包括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25］等在内

的多维内涵。近年来，学界重点探讨这些精神特质的表现和形成机制，逐渐从抽象价值表述转向具

体行为分析。爱国精神是推动科学事业服务国家的核心动力，科学家精神的核心是以国家利益和

人民福祉为根本，体现了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无论是“两弹一星”研发还是现代技术攻关，

科学家始终秉持国家优先的理念。创新精神表现为勇于探索未知、追求原创成果，体现了敢于质疑

传统、打破权威的精神。求实精神强调科研工作中的严谨态度，确保真实性和可靠性。奉献精神则

体现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以及对科技事业的不懈追求，将个人的知识与技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

社会，服务社会。随着科技日益发展，科学家精神还体现出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特点。科学研究

需要协同精神，强调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以推动重大科学突破。科学家精神还体现在对青年科

技人才的培养，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是科学家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家精神日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科学家精神虽然具有普适性，但其具体表现形

式和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演变［26］。一是不断强化家国情怀与民族使命的引领作用。在国

家科技自立自强目标明确的背景下，科学家精神更加突出家国情怀和民族使命。新时代的科学家

不仅是学术领域的探索者，而且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者。以载人航天、量子通信等为代

表的重大科技突破，体现了新时代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责任与担当。二是创新驱动发展越来越

占据核心地位。科学家精神的创新属性在新时代被放大，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国家发展

主线，科学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技术突破和理论发现上，还体现在促进产业升级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上。三是时代发展拓展了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范畴，在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社

会责任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还包括对科技伦理的高度关注。科学家需要对人

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保持敏锐洞察，确保技术应用符合人类伦理和社会利益。

四是教育与科普功能的有机融合、协同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明显，科学家精神的时代特征还表现

为教育与科普功能的进一步增强。随着公众对科学的关注度提高，科学家被赋予了更大的社会责

任，不仅要做好科研，还要通过科普和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提升全社会的科学素养。

3. 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培养路径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科学家精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创新能力和塑造家国情怀。

教育是科学家精神传承的基础，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学界和教育实践逐步探索科学家精

神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形成了以思想政治课程融入为主阵地，基础学科教材融入为载体，特殊群体

教育模式融入为手段的科学家精神传承与培养路径，体现了从基础教育［27］到高等教育、从思想政治

课程到专业课程［28］的多层次教学体系特点。

科学家精神的弘扬是时代赋予思政课教学的新使命，不仅有助于建设科技强国和培养时代新

人，还推动了思政教学与时俱进［29］。通过融入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讲述杰出校友故事、开设专题

课程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科学志向。针对研究生群体，提出“125”教育机制，构建多元化思政教育

体系，结合科研、就业、心理等多领域，推动学校与社会共同参与，形成科学家精神传承的长效机制。

在基础学科教材编写中，融入科学家精神已成为共识［30］。基础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通

过在教材中融入科学家精神，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科学家精神的熏陶，潜移默化

地增强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与认同［31］。学界探讨了科学家精神在本科拔尖人才培养［32］、青少年 STEM
教育及科学教育中的融入，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针对性特点。在本科拔尖人才培养中，科学家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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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融入旨在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33］、强化科研能力和增强社会责任感［34］。在青少年的STEM教

育中，融入科学家精神尤为重要，旨在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35］。通过问题导向学

习、跨学科项目和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科学知识，还能在实践中体会科研的乐趣与挑战，从

而为他们未来的学术与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4. 构建立体、全维的科学家精神传播场域

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不仅需要通过课程教学和教育实践融入学生培养，还需在更广泛的社会与

文化场域中进行拓展，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体系。目前，对科学家精神传播场域的构建可

以更好地传递科学家精神的核心价值，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首先，教育基地建设，打造科学家精神的实践平台。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建设，以沉浸式体验和实践活动让参与者直观感受科学家精神的内涵［36］。2022 年 3 月，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共同开展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建设与服务管理工作，旨

在从国家层面充分发掘和利用科学家精神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科学家精神弘扬工

作［37］。2023年 4月，中国科协等部门再次发布通知，继续推进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建设与服务工

作。在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积极建设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除此之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团队

合作推出科了科学家精神传承项目，提升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认知与认同［38］。同时，结合地方文化

和科技资源，建设区域特色的教育基地［39］。

其次，主流媒体传播扩大科学家精神的社会影响力。主流媒体在科学家精神的传播中发挥着

重要的社会引领作用，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可以将科学家精神的影响力辐射到更大的社会范

围［40］。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节目、纪录片等形式，主流媒体深入挖掘和宣传科学家的感人事迹和崇

高精神。例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次报道科学家先进事迹，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此外，主流媒体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增强传播的

互动性和吸引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学习科学家精神［41］。

最后，校园文化建设是培育科学家精神的沃土。校园是培养和传播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场所［42］。

通过将科学家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在学生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43］。通过文化氛

围的构建，可以将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深植于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44］。通过多种途径将科学家精神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除将科学家精神纳入思政课和专业课

教学内容以外，宣讲教育、实践活动、阅读推广在科学家精神校园文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营造环境同样是将科学家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通过建设校史馆、校园雕像等

文化设施，塑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校园氛围，从而将科学家精神融入校园环境之中。

5. 优秀科学家精神个案专题宣传

优秀科学家精神的专题宣传研究，特别是通过个案研究深入剖析杰出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不仅

能够系统总结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素，还可以生动展示其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个

案研究以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为核心，多维度揭示科学家精神的形成过程、实

践路径和社会价值，为科学家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45］。

首先，深入记录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与科研生涯。有研究通过梳理科学家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转

变、职业抉择及科研探索，分析其如何在挑战与困境中锤炼出爱国、创新、求实和奉献等核心品

质［46］。其次，聚焦科学家的重大科研成果与创新贡献。特别关注科学家在重大科研项目中的关键

角色。如钱学森在“两弹一星”项目中的贡献，探讨其通过坚持技术创新［47］、勇于突破技术封锁，推

动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48］。再次，揭示科学家精神的形成路径。通过分析科学家在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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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对的技术难题、伦理挑战和社会责任，研究科学家精神如何在复杂的科研实践中逐渐形成。如

邓稼先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核武器研发，体现了爱国奉献精神的典范［49］；袁隆平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

毕生坚持水稻研究，展示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50］。最后，探索科学家精神的社会

价值。研究还注重分析科学家精神对国家战略、科技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贡献。不仅关注邓稼先科

研成就，还探讨其对提升中国科技国际地位的历史意义［51］；强调袁隆平对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

化的巨大推动作用［52］。

（二） 当前科学家精神研究的显著特征及问题解析

1. 深化理论研究、实践指向性有待增强

科学家精神如何在不同科研场景中具体实施和评估，尚缺乏系统性研究与指导。当前，学界在

科学家精神的理论深化和内涵扩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者结合新时代科技发展的需求，对

科学家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53］。尽管已有多种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策略被提出，但在具体实施路径

和效果评估机制方面，尚未形成系统化方案。在教育实践中，如何有效整合课程内容，将科学家精

神融入教学体系，形成长期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这包括在不同学科中如何有机融入科学家精神

的教育内容，如何设计相关的教学活动，以及如何评估学生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和践行程度。此

外，在教育政策制定和学校管理层面，如何支持和推动科学家精神的传播和实践，也是需要深入研

究的问题。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家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全面弘扬。

2. 跨学科融合趋势显现、国际化视角相对不足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体现其中国特色仍需探索。科学家精神的研究开始拓展到历史学、哲学、

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科学家精神的

理论体系。但是科学家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视野，对其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表现和全球科

学文化中的地位探讨较少，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国际影响力［54］。

3. 研究更多聚焦科技界，缺少对公众层面的关注

当前研究更多聚焦于科技界内部，公众作为科学家精神的感知对象和传播媒介的重要角色被

忽视［55］。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存在一定局限，如何通过科普手段提升公众对科学家精

神的理解和认同尚缺乏深入探讨。科技界与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56］。通过比较

科技界与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认知发现，两者在爱国、创新精神方面评价较高，但在奉献、求实和育

人精神上存在差异［20］。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爱国、创新等表层价值上，而科技界更

关注求实和协同等科研本质方面的内涵。这种认知差异不仅影响科学家精神的广泛弘扬，而且表

明当前科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存在薄弱环节，需要加强科学家精神的宣传教育，增进科技领域学

习贯彻和实践科学家精神的自觉性、主动性。

4. 关注弘扬个体科学家精神，缺乏多层次协同培养的转变

在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研究中，存在较多关注个体科学家精神的现象，缺乏对多层次协同培养的

系统性探索。呈现出聚焦个体事迹、强调精英属性、形式化宣讲等鲜明特征。具体来说，研究多以

个体科学家的典型事例为核心，通过讲述其求实、创新、奉献等精神品质，激励公众和学生的认同

感。科学家精神被主要视为顶尖科学家的专属品格，忽略了其在科研团队、教育群体和社会大众中

的普适性［57］。在实际中，往往通过形式性方式推广，缺乏深入的实践层面应用和群体化培养机制。

多层次协同培养是一种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科学家精神弘扬方式，能够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

协同培养体现了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从关注个体科学家到关注科研团队，强调协同合作的重要

性［58］。协同培养体现了教育与文化的结合，在教育体系中，将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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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实践，形成持续的培养机制，使学生从小接受科学家精神的熏陶［15］。协同培养体现了领域之

间的结合，推动了科学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工匠精神的结合，通过多领域互动，提升精神文化的广

泛影响力［59］。从单一关注到多层次协同培养的转变，不仅能够更全面地展现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还

可以优化科研文化，推动良好学风和创新氛围的形成。通过协同推进科学家精神的多层次培养，实

现从个体到群体、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弘扬，为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三、弘扬科学家精神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未来走向

（一） 实践导向的再强化：研究逐步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应用

科学家精神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观，正从理论探讨向实践应用转变。未

来研究将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核心目标，强化实践导向，使科学家精神成为各领域实际行

动的准则与指南，为提升全社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精神支持。过去的研究侧重于科学家精神

核心内涵的梳理与理论体系构建，与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未来将突破理论局限，探索科学家精神在

科研管理、教育、企业创新和公共决策等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路径，增强其适应性和引导力。同时，通

过挖掘优秀科学家的实践案例，提炼可操作的经验和方法，为社会各界提供指导，并构建科学家精

神的多维评估体系，推动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地实施。

（二） 国际化视野的再拓展：国内视角拓展到科学家精神的国际化研究

在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背景下，科学家精神不仅推动国内科研，还在国际交流、资源整合与应

对全球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跨国科研项目、联合教育计划和全球科技峰会等平台为科学家精神

的传承提供载体，体现其在技术创新、科学伦理与全球问题治理中的价值。未来研究应聚焦文化差

异中的共性，推动科学家精神的融合发展，构建开放、协作、创新的全球科学生态。研究科学家精神

在国际语境中的作用，需注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科学文化传统的对比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强调独立

创新与学术自由，促进科学家在开放、批判性思维中探索未知。东亚日韩两国重视团队协作与社会

责任，科学家精神与集体目标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则赋予科学家精神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的使命。跨文化对比研究有助于揭示科学家精神的普适价值与文化特性，强化国际合

作的精神支持与文化纽带。

（三） 社会化传播的再推动：科技工作者到科学家精神深入大众生活

科学家精神的未来研究更注重其社会化传播和公共价值的实现，这既是为了传递科学精神，又

是为了将科学家精神塑造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追求和价值认同。科学家精神不局限于科研群体，

而应通过多样化传播方式融入大众生活，成为人人践行的行为准则。首先，科学家精神的社会化传

播需依托新媒体技术和多样化传播渠道，打破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新媒体平台的高效、互动性强

和传播面广等特点，能将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更直观传递给不同受众群体。其次，影视作品也是传播

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挖掘历史上或当代科学家的故事，将其科研历程、生活片段及思想贡献用

艺术化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使科学家精神更加具体、生动，成为可以模仿和追随的榜样。最后，科普

活动在科学家精神的社会化传播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科学展览、公众讲座、科学节等

线下活动，可以让公众近距离接触科学家及其工作成果，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精神力量。

（四） 内容体系的再构建：从单一到多层次协同培养的转变

从单一关注转向协同发展，体现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探讨。首先，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加

强学风建设紧密结合，强调二者相辅相成，旨在共同优化科研环境，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其次，在

教育领域，强调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协同培养，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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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0］。最后，关注科学家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内在联系，强调科学家精神是科

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探讨在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中融入科学家精神，在科技期刊编辑和出版过程

中体现科学家精神。这些做法体现了从单一关注到协同发展的转变，科学家精神与教育家精神、工

匠精神一道共同促进科研环境的优化，推动科技的高质量发展。

科学家精神研究从探索阶段的理论奠基，到深入阶段的实践转化，经历了从学术性到政策导

向、从普适性到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它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且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为新

时代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精神动力。未来，科学家精神研究将在团队协作、主体培育和协同

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未来，科学家精神研究的特点体

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双轮驱动、跨学科的融合视角、教育功能的深化、国际化拓展，以及社会传播的强

化。这些特点将推动科学家精神研究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为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社会

提供思想支撑和文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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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spirit of scientists in the new era

YU Mengmeng1， ZHANG Leishe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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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 of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and then provides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key focuse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inent issue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the methods and channels for promo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is spirit, as 
well as the assessment of its effectiveness.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future directions and specific 
pathways for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building of a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in 
the context of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spirit of scientists; role models; building a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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