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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科學知識從哪來？——科普形態與內容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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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科普？

科學教育

科學新聞
科學普及

科學傳播

新聞中有科學

科學圈有新聞

僅供示意，無關比例



科普形態的轉變
就從紙本雜誌談起……



SCIENTIFIC AMERICAN 175週年



《科學月刊》
50週年



曾經蓬勃的
科普雜誌



五花八門的
科普出版



人人皆可為媒體？

紙本、文字之外？

載體多元之後？



影像來源：理科太太





影像來源：老高與小茉





科普的內容：
有趣？清楚？正確？

科學並不是只有知識

知識也不一定是事實



科學研究、知識，從產出到傳播，經過多少轉譯？

影像來源：《科學人》雜誌2008年3月號〈粒子物理革命即將來臨〉



事實是….？

影像來源：華人百科、://WWW.ITSFUN.COM.TW/%E9%9B%BB%E5%AD%90%E9%9B%B2/WIKI-3512755-4176335

維基百科：ORIGINALLY UPLOADED TO :EN BY EN:USER:FLORIANMARQUARDT AT 18:33, 14 OCT 2002., CC BY-SA 3.0



CRISPR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群聚且有規律間隔的短回文重複序列，細菌DNA中一種
奇特的排列，由「重複」的回文片段與「間隔」片段
反覆交替構成。

Cas9

具有切割DNA作用的酵素

搞懂科學發現、科學新聞

……..然後呢？

影像來源：《科學人》雜誌2015年1月號〈基因剪輯魔術師CRISPR〉



科學如何應用？

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

影像來源：諾貝爾基金會HTTPS://WWW.NOBELPRIZE.ORG/

《科學人》雜誌2016年10月〈基因剪輯踩過紅線〉

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



科學傳播，傳播什麼？

一種思考方式

一種生活風格



科普能否形成自給自足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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