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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通修课程、科技伦理继续教育课程和科技伦理专题开放课程共同组

成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然而，面对日益复杂、非线性且领域分殊的科技伦理风险，科技伦理教育

仍然存在关注意识不强、研究力度较弱、教学内容缺乏统筹及理论脱离实践等问题。强化我国科技

伦理教育体系建设，必须配套建设体系化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以科技伦理研究作为教学的基础支

撑，促进科技伦理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发挥教师在科技伦理教育中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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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current education framework on sci‑tech and ethics comprise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that is made 
up of general elective courses，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on ethics of sci‑tech， and open courses on the sci‑tech 
ethics.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non‑linear risks of technology ethics in specific domain， the 
education of sci‑tech ethics has been bothered by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awareness， relatively weak research efforts， 
insufficiently coordinated course content， and a detachment from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tech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systematic education course on sci‑tech ethics， to 
underpin teaching basis on through its research， to promote profound integration between its specific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and to give play to teachers’ exemplary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sci‑tech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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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兴科技伦理的风险问题逐渐

成为社会热点议题，学界关于科技伦理与学

术道德的研究方兴未艾，科技伦理教育的重

要性不断显现 [1]。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

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

视科技伦理教育。 2022 年 10 月，科技部部长

王志刚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完善

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保障科技创新健康发展》，

提出将“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培训和宣传”[2]作

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的重要实践举措之

一。由此可以看出，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加速

科技伦理知识传播，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教育

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重

点内容。本文从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意义出

发，系统梳理我国科技伦理教育体系构成，分

析当前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不足，并针对性

地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中国科技伦理教育

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一、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意义

（（一一））培 育 高 素 质 科 技 人 才 队 伍 的 必 备培 育 高 素 质 科 技 人 才 队 伍 的 必 备

要求要求

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科技强

国宏伟目标的关键 [3]。高素质科技人才不仅

需要深厚的科学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而

且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自觉遵循伦理

道德标准 [4]。2021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科

技伦理委员会，完善科技伦理制度规范，加强

科技伦理教育和研究，健全审查、评估、监管

体系”。这表明，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已经成为

我国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的要求。科技伦理

教育的核心在于帮助科技工作者全面理解科

技活动的目标、价值与意义，培养其社会责任

感与提升其伦理道德标准。科技伦理教育不

仅包括专业伦理知识的传授，还包括道德与

伦理价值的深入思考和实践。科技伦理教育

旨在通过教育将伦理原则内化为伦理道德

意识 [5]，进而将正确的价值观融入科技实践

过程，为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向善发展提供道

德支撑 [6]。因此，将科技伦理教育纳入科技

人 才 培 养 环 节 ，不 仅 为 前 沿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负 责 任研究与创新提供了价值引导 [7]，还为

“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提供了根本

保障。

（（二二））健 全 可 持 续 科 技 创 新 体 系 的 必 要健 全 可 持 续 科 技 创 新 体 系 的 必 要

措施措施

可持续向善发展的价值导向是健全可持

续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科技伦理作为科技

创新体系的环境类要素 [8]，贯穿科技创新体系

发展全过程。科技伦理应当作为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科学技术的相

关法律法规当中。因此，要保证科技创新体

系的可持续性，形式得当的科技伦理教育必

不可少。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不是简单的规

则灌输与伦理知识习得，而是通过将科技伦

理知识纳入科技素养的教育内容中，培育科

技工作者及其所属的科研共同体的科技伦理

意识，增强其伦理敏感度与责任感，使其在科

研和技术创新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自觉恪守

正当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9]。简而言之，加

快将科技伦理教育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体系，

能够提升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

的伦理敏感度和理性认知，对科技发展可能

带来的风险和伦理挑战保持警惕，增强公众

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主动性，为科技伦理治

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而在全社会形成

一种尊重科学、遵循伦理、促进创新、保障安

全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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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提升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必然选择提升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科技发展水平不仅关乎

国计民生，而且是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前提与

基础。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迅速提升，

但科技伦理领域的风险与挑战却日益凸显，

负面事件偶有发生。因此，要实现高效的科

技伦理治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亟须

补齐科技伦理教育这一短板 [10]。发展科技伦

理教育，不仅是推动科技与伦理和谐共生的

关键路径之一，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坚实道德支撑；既为国家科技创新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引导和保障，也有助

于培养更多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和具备良好科

技伦理素养的科技领军人才。将科技伦理教

育提升到更加显著的战略高度，有助于我国

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研究与负责任创新的科

技大国形象，彰显我国在科技发展中的大国

担当；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科技伦理

治理的合作与交流，分享和传播具有中国特

色的科技伦理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推动构

建符合我国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科

技伦理规范体系，进而在国际科技合作与竞

争中赢得更多的治理主动权和伦理话语权。

二、中国科技伦理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一））面向高校学生通识教育的通修课程面向高校学生通识教育的通修课程

建设建设

在 2022 年的《意见》发布之前，我国高校

已经开展了一定层次和规模的科技伦理教育

探索。一是在本科生层面，人文社科院系开

设的科技伦理课程以通识课程为主；理工科

院系开设的科技伦理课程则更多聚焦学科专

业的应用伦理。此外，部分高校在科技哲学、

科技史等通修课程中也融入了科技伦理相关

内容。二是在研究生层面，关于科技伦理的

公共必修课程包括自然辩证法、学术（科研）

道德与学术规范以及面向工程类硕士专业学

位的工程伦理课程。总的来看，目前高校在

科技伦理课程的设置上已颇具规模，尤其是

在研究生教育层面，科技伦理课程的体系构

建相对完善，但仍面临重视程度不足、课时过

少、课程体系不平衡、定位模糊、师资力量不

足及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 [11]。

（（二二））科技伦理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科技伦理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

除高校开设的科技伦理相关课程之外，

政府部门、相关专业学（协）会开展的具有继

续教育性质的科技伦理培训也是中国科技伦

理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政府部门

组织的专项科技伦理培训，如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NMPAIED）开设的医

学伦理继续教育课程、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开设的“工程伦理”课程师

资培训班和课程骨干教师师资高级研修项

目，以及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科研诚信建设系

列专题培训班。二是相关专业学（协）会组织

的 科 技 伦 理 培 训 ，如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学 会

（CAAI）开设的“CAAI 人工智能与科技伦理”

培训班。这两类由不同主体组织的科技伦理

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其价值贡献主要体现

在：一是可以及时传达和宣讲党和国家在科

技伦理领域的指导思想；二是能够为一线科

研人员提供可持续性学习的科技伦理教育平

台；三是可以提升科技伦理教育师资队伍的

教学水平；四是有助于提高科技伦理治理专

项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科技伦理的继续

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是高校科技伦理课堂教

学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对科技伦理

教育深度与广度的进一步强化，这一教育形

式为不同层面的学习者搭建了多元化、高效

能的科技伦理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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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基于慕课平台的科技伦理教育专题基于慕课平台的科技伦理教育专题

课程课程

慕课（MOOC）平台是中国科技伦理教育

的前沿阵地之一。当前，部分高校已累计推

出 25 门以科技伦理为主题的慕课，①其中，生

命科学与医学伦理课程 14 门、工程伦理课程

7 门、科研伦理课程 2 门、人工智能伦理课程

及环境伦理课程各 1 门。目前，共有 21 所国

内知名高校的 67 位教师参与开设了科技伦理

课程，其中，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

学、山东大学各开设了 2 门科技伦理课程。参

与科技伦理课程建设的师资包括教授、副教

授各 21 位、讲师 16 位、主治医师 2 位、副主任

护师 4 位、主任护师和高级实验师及副主任医

师各 1 位。高水平师资带来的课程质量可以

从选课学生的评分（总分为 5 分）得以一窥：共

有 4 门课程评分高达 4.9 分、9 门课程评分 4.8
分、评分 4.7 分和 4.6 分的课程各 4 门。由此可

见，基于慕课平台的科技伦理课程已初具规

模，并逐渐成为国内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一））对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有待加强对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有待加强

科技工作者能够深刻认识科技伦理教育

的必要性，且有意识地自发学习科技伦理的

相关知识，是科技伦理教育得以加强的首要

前提。在我国长期实施文理分科教育的环境

下，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已成为当下人才培

养体系中的主导价值观。人文主义与价值理

性的长期缺位，加之社会层面的功利主义与

实用主义的不良影响 [1]，导致部分高校学生与

科技工作者对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严重的偏

见 [12]，并分化出两类观念：一是认为伦理与道

德会束缚和限制科学发展，否认科技成果可

能 引 发 伦 理 风 险 、推 卸 其 应 承 担 的 社 会 责

任 [13]，进而抵触和排斥科技伦理教育；二是认

为自身及所处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形成一套自

适应的伦理价值观，没有必要接受额外的科

技伦理专项教育，忽视并弱化了作为专业知

识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价值。造成以上问

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科技伦理教育仍

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尚未形成适应高校学

生和科技工作者的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

体系，现有的相关科技伦理知识分散在各类

科技专业的导论以及相关公共课程当中 [14]。

（（二二））科技伦理教育教学研究有待深化科技伦理教育教学研究有待深化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

随着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速，科技

伦理风险和伦理问题不断涌现。近年来，国

内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热度高涨，影响力持

续提升。据统计，CSSCI 数据库在 1998 年至

2021 年期间累计收录了 1 138 篇科技伦理相

关 的 学 术 论 文 ，且 近 三 年 发 文 量 呈 加 速 趋

势 [15]。尤其是针对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基

因编辑、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伦理学研究，为

分殊专业科技伦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

源。相较之下，科技伦理教育研究较少，一是

针对科技伦理教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医学伦

理、工程伦理、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教育等已

经规范化的专业伦理方向，而对分殊专业科

技伦理教育的研究相对匮乏；二是科技伦理

教育的教材不多，学术性的科技伦理研究主

旨各异、价值导向多元，除医学与护理伦理、

工程伦理、人工智能伦理与科研诚信等内容

之外，现行科技伦理课程多以学术类、研究型

著作为参考教材或是将国外科技伦理教育的

相关内容翻译为阅读资料。总体来看，通识

性和学科分殊的科技伦理教育的教材有待丰

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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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科技伦理教科技伦理教育系统性课程建设有待育系统性课程建设有待

完善完善

当前，高校开设的涉及科技伦理教育的

课程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人文社科类师资为

主开设的通识课程，其科技伦理教育难以适

应分殊领域的伦理特征，导致一般性伦理学

理论与具体科技实践之间出现“割裂”的问

题；二是在传统专业课程教授过程中，虽然存

在涵盖伦理、道德相关的知识内容，但多以单

独章节存在，且以人文素养或课程发散内容

为主。科技伦理学理论是丰富多样的，不同

的学术派系之间常有理论争辩和观点碰撞。

将这些深奥复杂的科技伦理理论机械地纳入

理工类专业的课程体系，容易变成伦理规范

的简单灌输，难以激发学生的研习动力，可能

导致理工类学生产生一种“科技伦理教育可

以与专业知识切分开来，在需要的时候再对

照条例遵守相关伦理规范即可”的错觉。如

此，严重偏离了科技伦理作为素质教育和价

值观教育的目标，难以将科技伦理理论内化

为学生自身的道德自觉。

（（四四））科技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有科技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有

待增强待增强

科技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具有

鲜明的实践导向。科技伦理的教学目标是为

了帮助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塑造良好的科技伦

理观，并将其付诸自身的专业学习、科研和创

新活动当中。我国现有的科技伦理教学形式

相对单一，多以课堂知识讲授为主。虽然有

一些高校会采用案例教学，但场景仍局限在

课堂中，难以深入科技创新的一线，无法深切

感受伦理决策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目

前，可以开展科技伦理实践教学的平台相当

有限，只有医院和社区健康中心为主体的医

学伦理实践基地。虽然少部分科技类智库单

位和企业也设有科技伦理研究基地或中心，

但它们不面向高校开放。高校的科技伦理委

员会和科研（学术）诚信办公室等相关机构又

不具备开展科技伦理实践教学的条件。面对

持续壮大的科技人才队伍，现有的科技伦理

实践教学平台难以满足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

需求，亟须建设和拓宽科技伦理的实践教学

平台。

四、发展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教育的策略

（（一一））由 点 及 面由 点 及 面 ：：配 套 建 设 体 系 化 的 科 技配 套 建 设 体 系 化 的 科 技

伦理教育课程伦理教育课程

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整合性、

社会性和系统性工程，其中，完善高效务实的

科技伦理教育课程体系尤为关键。一是科学

构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课程体系。科技伦

理素养的形成与稳固，需要长时间的培育与环

境熏陶。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要设置不同的

通修课程和专业科技伦理课程。通修课程倾

向于培养学生一般性的科技伦理观念；专业科

技伦理课程则依据专业类别的不同，提供不同

领域的伦理课程，配套高质量的专业教材，重

视实践导向和职业化的应用伦理知识教学，在

学科实践中强化符合伦理道德的决策力与判

断力的培养。二是持续推进面向分殊专业技

术与工程领域的科技伦理继续教育。为进一

步加强对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科技伦理素

养的培育，要定期组织相关的专项培训和考

核，巩固已有的科技伦理教学成果，帮助科技

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及时把握科技伦理的前沿

动态。三是进一步强化面向社会的普及性科

技伦理宣传教育。鼓励科技工作者和科技伦

理学者积极参与科技伦理教育的宣传和普及

工作，提升公众对科技伦理风险的理性认知和

研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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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以 研以 研 促 教促 教 ：：以 科 技 伦 理 研 究 作 为 教以 科 技 伦 理 研 究 作 为 教

学的基础支撑学的基础支撑

科技伦理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其

教学质量有赖于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化。伦理

并非一成不变的，科技伦理是与科技发展协

同演变的。因而，加强科技伦理学科研究是

发展科技伦理教育的前提。要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积极应对中国

科技伦理的现实风险，提升中国科技伦理研

究能力和国际学术话语权。在此基础上，夯

实和强化科技伦理教学与课程体系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要根据不同受教

育对象在参与科技事业中的不同角色，区分

相应的科技伦理教育研究的重点。同时，要

注意科技伦理专业理论与受教育对象之间的

适应性范畴，注重科技伦理教育的专业性与

普及性。在塑造一般性科技伦理观的同时，

探索定制化的教学内容和培养方案，持续完

善科技伦理教育的学科体系。

（（三三））理 实 交 融理 实 交 融 ：：促 进 专 业 理 论 与 实 践 教促 进 专 业 理 论 与 实 践 教

学的深度融合学的深度融合

科技伦理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

为此，一是要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案例

与实践教学，配套建设教学案例资源库。在

进行理论教学时，可以选取典型科技伦理案

例，创设科学技术应用的决策情境，让学生切

身感受到在科技决策过程中伦理要素对社会

的实际影响。通过科技史上的伦理危机事件

和对存在伦理风险的技术或工程实例的沙盘

推演以及相关科技决策的“角色扮演”，让学

生切身感受到未来自己走向科技研发与科技

管理事业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二是建设专

项的科技伦理实践基地和平台。依托相关企

业和高校的科技伦理机构、高校学术诚信与

科研道德委员会、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等部

门，开展科技伦理实践教学。在校内外科技

伦理机构的协助下安排学生见习、实习。今

后，可以进一步按照学科分殊，设立更多的科

技伦理专业见习教学平台，让学生参与处理

科技伦理事务，从实践层面提升自身的科技

伦理素养与意识。

（（四四））言 传 身 教言 传 身 教 ：：发 挥 教 师 在 科 技 伦 理 教发 挥 教 师 在 科 技 伦 理 教

育中的示范作用育中的示范作用

科技伦理教育不是简单的规训习得，而

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塑造。学生科技伦理观的

形成不仅需要学习专业的科技伦理知识，还

需要教师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学生培

养的角度来看，师生间的特定关系、教师的特

殊影响力决定了教师在学生科技伦理观形成

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教师对待科研的态

度、观念与认知，会潜移默化且深刻地影响学

生科技伦理观念的塑造与形成。因此，教师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及其科技伦理素养，应当

成为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为

此，在加强和巩固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同时，

还应当注重教师的科技伦理素养培育，教师

上岗前应当参与专业的科技伦理培训。同

时，依托科技伦理监管机制，对教师涉及科技

伦理的科研活动进行监督、审查与评价。以

“培育与自觉为主导、惩治和监管为辅助”的

原则，从岗前培训、继续教育与审查评价三个

维度，进一步完善教师的科技伦理素养培育

体系，发挥以“教师—学生”为关系纽带的科

技伦理素养引领效应。

五、总结

随 着 新 一 轮 科 技 与 产 业 革 命 的 迅 猛 发

展，一方面，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

显；另一方面，科技伦理教育建设的长期性也

越发明确。为了切实保障科技创新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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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进步、增加人民福祉，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培养一代又一代遵

循伦理道德标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为我国

未来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向善发展、为科技强

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注释 ]
① 此处仅统计伦理专题的教学课程，部分科技类课程

中独立设置的伦理内容未纳入本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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