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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对大学生科学家形象认知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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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众对科学家群体往往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这会影响大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以及未来投身科学研究事

业的生涯规划,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更多科学家(尤其是医学专家)形象展现在媒体上,这可

能会有利于科学家的形象塑造.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词汇联想法,比较了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大学生对

科学家形象认知的差异,结果发现:疫情使大学生群体对科学家的形象认知产生了积极影响,降低了其对科学家形

象先天特质的强调,逐渐强调其后天自身努力;喜爱的科学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形象,喜欢的医药类科学家数量增

加且排名上升.这些结果提示教育者可以结合时事热点,通过调整大众传媒对科学家形象宣传的方向与方式,提升

大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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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hasbeenfoundinthepreviousstudiesthatthepublichasaseriousstereotypeofscientists,

whichwillaffectstudentsinterestinsciencelearningandtheirfuturecareerplanning,andwhichissignifi-

cantlyrelatedtotheimageofscientistspresentedbymassmedia.Theincreasedvisibilityandexposureof

medicalexpertsduringtheCOVID-19outbreakmayhaveaffectedthepublicsperceptionofscientists.

Withcollegestudentsassubjects,wordassociationmethodandthree-levelframeworkofscientists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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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beenusedinthisstudytocomparethedifferencesbetweencollegestudentsassociativewordsofsci-

entistsandtheirfavoritescientistsbeforeandaftertheepidemic.Theresultsshowthatthisepidemichasa

positiveimpactontheimagecognitionofscientists,whichisconsistentwiththeopinionofmoststudents.

Themainmanifestationsareasfollows:thefocusontheinnateabilityofscientistsisweakening,gradually
shiftingtotheeffortsofscientiststhemselves,andthedimensionsofworkingenvironmentaresignificant-

lydifferent;favoritescientistspresentmorediverseresults,withmedicalscientistsinparticularincreasing
innumberandrisinginrank.Thismaybeduetothepublicseagernessfor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

relevantmedicinesandvaccines,andthehighattentionpaidtopharmacists,aswellasthemoreobviousor

specialcharacteristicsofworkingenvironmentandoccupationshowninmediareports.Thisenlightensus

thatinthefuture,bycombiningcurrenteventsandhotspotswecanimprovethecontentandformofpres-

entingthescientistsimageinmassmediaandmakeextensiveuseofvariousnewmediatopromotethe

integrationofscientificresearchandeducation,inturnchangethepublicsstereotypeofscientists.

Keywords:COVID-19;scientistimagecognition;stereotype;lexicalassociation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前会长阿伦·沃特曼曾指出:“科学的进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公众

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持续不断的科学教育与研究的支持”.大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从事科技相关职业的志

向,与公众眼中的“科学家形象”密不可分[1].科学家形象是指公众对科学家这一群体的集体画像,包括对

科学家个体和群体特征的认识、评价和期待,它既包含科学家的姿态、外貌等外在特征,也包含科学家的性

格等内在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
有文献表明[2],学生对于科学家形象的认知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的角度看,科学家通常

是智慧、坚持、自律、淡泊名利、头脑灵活、专业素质过硬的代名词,他们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科学事业,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3-5].然而,科学家在学生群体的认知中也呈现出较为僵化、固定

和片面的消极形象,已有研究发现[6-12],在学生心中科学家大多是身穿白大褂、戴眼镜、在实验室里进行危

险实验的中老年男子,多呈现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特征,缺乏生活气息,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对

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也会随之增加.上述结果的产生可能与媒体的宣传角度比较单一,割裂了科学家

群体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限制了学生全面了解科学家的机会,从而加深其对科学家持有的“非人化”的
负面刻板印象有关.

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公众对科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处在职业选择期的大学生群体对科学家

形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否保持对科学学习的兴趣、是否愿意踏入科研领域,以及是否愿意坚

守科研事业.消极的科学家形象认知会降低他们未来投身科学事业的意愿,而全面的认知将改变学生已有

的刻板印象,催生他们未来从事与科学研究相关职业的兴趣与念头[6,13].因此,转变学生对科学家的负面刻

板印象,是维系科学人才队伍合理构成、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等诸多问题的关键,对于国家未来科技人才的

培养和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2].
已有研究表明[14-15],大众媒体对科学家的报道与公众对科学家的形象认知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大众对医学专家的关注度激增,无数医生与医学专家的事迹被媒体报道、为人们称颂,成为

民众防疫抗疫的精神支柱.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钟南山院士被授予“共
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和陈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这些宣传和报道有助于科学家社会地

位的提升和正面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认知.但目前仍缺乏实证数据支持此次

疫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科学家形象认知的观点.
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词汇联想法以及科学家提名法,比较疫情前后大学生群体对

科学家形象的认知,探讨疫情是否对大学生的科学家形象认知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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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本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媒体报道对科学家形象认知的影响,帮助相关部门在未来的科学教育中通

过增加对科学家多角度的、正面的介绍,提升未来科技人才的科研素质和全民科学素养.

1 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招募了1004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数据收集集中在3个

时间点,分别是2019年8月(T1,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2020年4月(T2,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期)、2021年4月(T3,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其中,T1收集有效数据147份(男生56份、女

生91份,平均年龄为(19.25±1.05)岁),T2收集有效数据697份(男生215份、女生482份,平均年龄为

(19.71±1.43)岁),T3收集有效数据160份(男生57份、女生103份,平均年龄为(19.93±1.12)岁).

1.2 问卷

本研究采用殷雅熙等[16]编制的科学家形象联想问卷来测量大学生的科学家形象感知.该问卷包括词汇

联想填空(例:科学家是1.____2.____)和“最喜爱的前三位科学家”排名(例:请按喜爱顺序由高到低填写

3位科学家1.____2.____3.____)2个部分.在T3施测中额外增加了一些题项用于测量此次疫情中印象

最深刻的人物与情景、疫情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及程度,以及疫情影响科学家形象认知原因的主观评分.

1.3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和SPSS分别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在科学家形象认知方面,由于3次测量的被试数

量不同,本研究采用词语联想强度(联想到某个词语的被试百分比)作为比较指标[17],借用文献[16]的相关

研究,将科学家形象认知的联想词汇整合为64个指标项目,具体维度框架见图1.如图1所示,科学家形象

包括内在形象与外在形象2个一级维度;内在形象包括人格特征、职业特征、生活特征,外在形象包括工

作场景与外表特征,每个二级维度还可以细分为三级维度.本研究分别以单个词汇的联想强度与5个二级

维度(即外表特点、工作场景、生活特征、职业特征和人格特征)的平均联想强度为指标进行数据分析.

图1 科学家形象三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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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科学家形象词汇联想结果

2.1.1 词汇联想强度

总体来看,无论哪个测量时间点,“坚持”“严谨”“天赋”“努力”“聪明”“博学”等词汇均排在比较靠前的

位置,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科学家人格特征,且正性词汇联想强度随时间发展呈上升趋势;与T3结果相比,被

试在T1与T2时间点所联想到的词汇内容更加集中.联想强度排在前15位的词汇及词性分布见表1、表2.
表1 各时期科学家形象高频联想词汇前15位及词性分布

T1
词汇 联想强度/%

T2
词汇 联想强度/%

T3
词汇 联想强度/%

联想词汇

前十五位

坚持 61.9 严谨 69.7 坚持 68.6
天赋 60.5 聪明 54.4 严谨 58.5
博学 47.6 乐于奉献 50.8 科研相关 47.8
严谨 46.3 博学 44.6 努力 41.5
聪明 44.9 创新创造 41.8 聪明 35.2
努力 44.9 实验仪器 38.6 博学 32.1
科研相关 42.9 坚持 36.9 乐于奉献 31.4
创新创造 42.2 实验室 35.2 探究真理 25.8
秃头 37.4 高智商 33.3 创新创造 23.3
乐于奉献 36.7 努力 33.1 敬业 22.6
无趣 36.1 无趣 31.6 崇高(高尚) 22.6
影响力 36.1 伟大 30.7 高智商 22.0
默默无闻 32.0 认真 29.7 权威 22.0
勇敢 27.9 热爱科学 29.4 爱国 20.8
高智商 27.9 探究真理 27.0 认真 20.1

  注:联想强度指联想到某个词语的被试百分比.
表2 各时期科学家形象高频联想词汇前15位词性分布

类别
T1

数量/个

T2
数量/个

T3
数量/个

词性

正性 11 12 14
中性 2 2 1
负性 2 1 0

2.1.2 二级维度下平均联想强度

将64个指标词语进行归类与整合得到各二级维度下的平均联想强度(表3).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每2
个时间点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维度和性别的主效应;在交互作用方面,只有T2和T3对比时有显著的交互

作用,而其他2个对比都不存在交互作用(表4).
表3 各时期二级维度的平均联想强度

平均联想度/%
T1

男 女 总

T2
男 女 总

T3
男 女 总

二级维度

人格特征 18.9 23 21.5 18.2 20.2 19.6 17.4 16 16.5
职业特征 12.1 12.2 12.1 10.7 12.1 11.7 17.1 13.7 14.9
生活特征 6.4 7.7 7.2 2.8 3.8 3.5 4.3 4.9 4.7
外表特点 8.9 13.5 11.7 8.2 6.6 7.1 6.9 5.5 5.7
工作场景 14.3 13.7 13.9 29.8 40 36.9 8 11.2 10.1

  注:平均联想强度指联想到某类词语的被试百分比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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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时期科学家形象词汇卡方检验结果

各维度

χ2 df p

性别

χ2 df p

性别*各维度

χ2 df p
T1*T2 80.707 4 <0.001* 17.735 1 <0.001* 8.643 4 0.071

T1*T3 38.037 4 <0.001* 4.656 1 0.031* 4.565 4 0.335

T2*T3 87.487 4 <0.001* 46.144 1 <0.001* 16.879 4 0.002*

  注:*表示p<0.05.

2.2 最喜爱的科学家排名

对科学家提名数据进行性别和所从事专业(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工程技术类、医药科学类与农业

科学类)的对比分析发现(表5-表7),3个时间点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疫情发生后,被提及的科学家无论

在数量上还是研究领域上都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结果,具体表现在T3时间点被提及的我国科学家人数增

加,女性与医药类科学家数量增加且排名上升.
表5 各时期提名科学家数量统计表

T1
姓名 联想强度/%

T2
姓名 联想强度/%

T3
姓名 联想强度/%

前三名

爱因斯坦 53.1 爱因斯坦 49.1 爱因斯坦 42.1
牛顿 29.3 袁隆平 37.2 袁隆平 35.2

普朗克 21.8 钱学森 26.5 钱学森 33.3

  注:联想强度指联想到某位科学家的被试百分比;科学家数量平均联想强度指联想到科学家数量与被试数量的百分比.
表6 各时期提名科学家的数量的平均联想强度

T1 T2 T3

科学家数量的平均联想强度/% 25.9 17.1 45.9

  注:联想强度指联想到某位科学家的被试百分比;科学家数量平均联想强度指联想到科学家数量与被试数量的百分比.
表7 各时期提名科学家的性别与专业分布

T1
数量 占比/%

T2
数量 占比/%

T3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37 94.9 111 93.3 69 93.2
女 2 5.1 8 6.7 5 6.8

分类

自然科学类 36 92.3 83 69.2 51 68.9
人文社科类 1 2.6 21 17.5 12 16.2
工程技术类 0 0.0 6 5.0 9 12.2
医药科学类 1 2.6 7 5.8 5 6.8
农业科学类 1 2.6 2 1.7 2 2.7

2.3 抗击疫情相关科学家代表人物与场景

在抗击疫情代表人物的提名中,被试共提出了12个有代表性的个人或群体,包括钟南山、李兰娟等5
位医学专家,以及袁隆平、一线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群体、基层党组织等个人或群体(组织).数据表明

(表8),58.9%的被试认为钟南山是抗击疫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排名第二的是一线医务工作者

(22.4%),二者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群体或个人.在疫情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情景问题上,被试提出的19个

场景大多以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党员、基建工人的相关活动情景为主,如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医治患者、疫

苗研究争分夺秒、志愿者坚守一线为隔离家庭送物资、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全民居家隔离佩戴口罩等

(表9).其中排名前2位的是医务人员奔赴一线抗疫(26.7%)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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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抗击疫情代表人物百分比分布

代表性人物

类别 具体人物
占比/%

个人

钟南山 58.9
李兰娟 1.2
陈薇 1.2

李文亮 1.2
袁隆平 0.6
张文宏 0.6

团体

医务工作者 22.4
全国人民 0.6

党员 0.6
志愿者 1.7

基层组织 0.6
快递员 0.6

表9 抗击疫情代表场景百分比分布

代表情景

类别 具体内容

占比

分项占比/% 总占比/%

医务人员相关

奔赴前线 26.7
不眠不休 10.6
钟南山 5.6
与家人 3.7
女性(剃头、生理期) 3.1
回家 1.2
照顾患者家属 1.2
疫苗研究 1.2

53.40

基层相关

火神山、雷神山建设 24.8
志愿者坚守 5.6
党员第一个上 2.5

33.50

公众相关

人民团结一心 4.3
全民居家隔离 4.3
全民口罩 1.2
抢购物资 0.6

10.60

其他

各地封城 1.2
不同岗位各自奋战 0.6
确诊考生考场 0.6
明星捐赠医疗资源 0.6

2.50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词汇联想法探究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大学生科学家形象认知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学

生对科学家的认知存在正向变化趋势,这可能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对科学家大量的与此前不同角

度的报道,对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科学家群体以及加深对该群体的认知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3.1 疫情影响科学家形象词汇联想强度

本研究数据表明,在T1时期,联想强度最高的词汇为“坚持”和“天赋”;在T2时期,“严谨”一词成为

科学家形象联想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在T3时期,“坚持”“严谨”2词仍居于前2名,科研相关词汇排名

有较大上升.在前15个高频词汇词性的分布上,随着疫情及时间发展,消极词汇(如秃头、无趣)数量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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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积极词汇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些结果表明,疫情对大学生科学家形象认知存在显著的积极改观,具体

表现为对科学家自身能力方面的关注逐渐向科学家的意志、态度特征与行为习惯方面转移,这可能会使更

多学生受到启发,即天赋并不是绝对必须的,依靠后天努力同样可以走上成为科学家的道路.
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T1和T3时期平均联想强度最高的维度为人格特征,而T2时期对工作场景的

联想强度显著高于其他4个二级维度,这可能是因为T2时期与疫情暴发期的时间间隔最短,而各种媒体

对科学家(主要是医学专家)工作环境的报道增加有关.然而,无论哪个时期,生活特征总是最少被联想到

的维度,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各种媒体及教学环境中描述科学家的角度较单一,大多局限于对其职业成就/

失败因素的罗列,而忽视了对其个性、业余爱好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介绍.从性别来看,男生在不同时期平

均联想强度的变化总体上小于女生,说明女生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更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这可能与

女生本身更细腻感性、对环境变化更敏感有关.

3.2 疫情影响科学家联想强度排名

从被提及科学家的联想强度来看,爱因斯坦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在同学

们最喜爱的前3位科学家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三位科学家的联想强度在疫情后2个时期是相同的,

分别为袁隆平与钱学森,且均来自中国.在T2时期,大学生对科学家的关注更多集中在钟南山、李兰娟等

权威的医学专家上;而T3时期,由于媒体报道其他有贡献的医学科学家,且随疫情得到控制,生活恢复正

常,大学生关注点也逐渐向其他与时事相关的科学家分散.
从性别方面来看,在所有被提名的科学家中,男性科学家占绝大部分(>90%),这可能与科学家群体

的性别组成特点及大众对科学家群体的刻板印象有关,但令人欣喜的是,女性科学家被提及的比例随时间

有所增加且排名有所上升,而其中多数属于医学类专家,如:屠呦呦、李兰娟、陈薇等.这可能是因为疫情

暴发使得更多女性医药学家被公众认识与关注,也可能与生物医学领域科学家群体中的女性比例高于其他

科学家群体有关[18].
从专业分类来看,疫情前后有较大的差异.T1时期被提及的科学家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且以物

理学家为主),其他门类几乎不涉及;而T2时期,除农业科学类外,其他3个门类的科学家的比例显著增

长,其中主要表现为心理学家、医药学家数量猛增,这与疫情期间公众心理应激强度较大、期待疫情早日

结束的急切心情有密切关系;而T3时期,工程技术类科学家的比例有大幅提高,这可能与疫情得到较好

控制后,社会生产、公众生活都逐步恢复正常有关.

3.3 媒体对科学家形象报道的建议

有研究显示,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中的科学家形象呈现与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具有显著的关联

性.黄芳等[14]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是通过大众传媒了解科学家,其次才是通过教师和教材

的介绍了解科学家;还有研究表明[19],81%的被调查者认为传媒影响了他们对科学家的印象.显然,在信

息时代,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公众了解科学家的主要途径,由此可以推测,除了增加接触[20]外,通过改善大

众传媒中有关描述科学家的内容应该有助于改变公众对科学家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疫情可能正是通过这

种方式影响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
首先,媒体宣传要从科学家形象塑造走向科技工作者形象塑造.“科学家”一词存在广义和狭义2种不

同的理解.根据中国科协的定义,广义上科学家是指拥有较高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

相关专业的系统知识,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传播、推广、应用、管理等工作的人员[21-23].但一般媒体大都

是从狭义角度理解并对科学家进行宣传,即在某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知名的科学家群体,如“两弹一星”

元勋等,媒体通常将科学家塑造成某一类职业的代表或智慧精英[24-25],这样的宣传容易使大众对科学事业

产生“高岭之花”的印象,产生与科学家的“次元壁”.因此,大众传媒应该打破固有思维定式,从更广义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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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展现科学家多样化的职业和身份,弱化科学家的特殊群体形象,还原多元个体形象[14].
其次,教育部门与宣传部门应共同发力,进一步改善学校科学教育课程内容和大众媒体传播中科学家

群像,拉近科学家与青少年的心理距离.在各种媒体及教学环境中,对科学家的介绍大多按时间线罗列毕

生成就,描述角度比较单一,宣传的重点大都突出其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

精神[14],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很难与科学家的科研经历产生共鸣,容易产生科学

家都是“书呆子”“工作狂”的片面印象.Bernstein等[26]的研究显示,科学家的成功与一些非科学因素存在关

联,比如平时的思维模式、爱好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等都会对其科研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媒体在

对科学家进行宣传时,在突出其家国情怀的同时,对科学家的情感、个性、业余爱好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也

应该有一定的介绍.
再次,积极推动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小学校内外科学教育与传播.伍新春等[15]的研究表明,学生在与博

物馆馆员进行2个月的沟通学习之后,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有明显降低.由于科学家极少参与公众科普互

动活动[27],因此,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需要被重视,媒体和社会应该为科学家创造更多的发声、出

镜的机会,让公众通过更多途径感受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例如大中小学应该有比例、有计划地开展“科学

周”、带领学生参观科技馆、邀请科研人员开展趣味讲座等;可以由科学家来担任科学节目的主持、嘉宾为

公众科普科学知识;娱乐综艺中可以邀请科学家担任嘉宾,有比重地增加科学普及的内容;将科学家形象

影视化时应该注意不同领域科学家的出镜比率,以科学家为主角拍摄轻喜剧、电视剧也是很好的形式.

4 结论

1)在科学家形象联想方面,疫情前后大学生对科学家形象认知存在正向显著变化,且女生受到疫情的

影响更大.

2)在喜爱的科学家方面,疫情之后被提及的科学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研究领域上更加多元化,具体表

现在我国被提及的科学家人数增加,女性与医药类科学家数量增加且排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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