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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民国大众期刊中的科普与设计改良教育

（1930—1940）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Design Reform Education in Popular Periodica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1930-1940

王馨月 /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

摘要：1930 至 1940 年，一批以用科普知识教化民众、改良生活为宗旨的大众期刊先后创立。

虽然这些期刊在内容上各有偏重，但总体都是以介绍西方社会环境、反观中国现状、呼号改良

为主。这些期刊涉及领域广泛，除自然科学外，还在应用科学方面摘录了诸多西方家庭装饰陈设、

物质生活常识和设计改良的短文。这一时期的科学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对知识普及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物质资源的匮乏，这些期刊鼓励民众遵循物尽其用的

原则，自己动手对物质生活环境进行创造和改良。学者、专业人士在这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强

调广义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在创造物质文化中的重要性，主张将知识从专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通过小知识激发大众兴趣，引导大众主动创造，为大众现代设计意识启蒙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民国大众期刊  科学化运动  自发设计  文化自觉  物质文化

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中国

人认识到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仅仅依靠

“师夷长技”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远远不

够 的 。 然 而 ， 除 政 治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手 段 之

外，大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也是阻碍中国扭转

局面的重要原因。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对

洋务运动知之甚少，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着民

众的身心。寻找中西方文明在现代物质发明

上的差异的根源，或成为当时反思中国现代

文化出路的切入口。 

中国现代思想家梁漱溟的友人、德国教育

家卫中（又名卫西琴），曾在大夏大学 [1] 以发明

为题的演讲中谈及创造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差

异。他认为正是由于身体对物质反应程度和驱

动力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发明特征的差别。

由于地理原因，中西方的身体受到外部自然物

质的刺激不同，积蓄的动力也不同。

他认为西方的外部物质刺激分为被动刺激

和主动刺激两种 ：来自日常生活中基本物质需

求的刺激，如人的生存依赖于衣、食、住、行，

这属于被动刺激 ；而身体获得的主动刺激则源

于自身的创造，即发明。与西方不同的是，东方

的这种来自身体的刺激更依赖于“心”，所以更

偏向于创造艺术的文明，如音乐、绘画、诗歌、

雕刻、陶瓷、建筑……这些都束缚于宗教、政

治，但当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政治束缚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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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要避免受制于历史遗留的宗教束缚，就

要建立科学的农工业，即脱离被迫的奴役，发

掘行业的兴趣。这种行业兴趣的发掘便是从大

众教育开始的。

卫 中 还 提 及 创 造 性 物 质 活 动 的 发 展 阶

段——它在前期必须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身体接触自然物质，第二阶段是之后身体

会被培养出“同化力”，由此才能产生发明。所

谓同化力，是指身体与物质建立关系并产生联

结，“在这样与物体直接的、自由的关系建立过

程中，能直接培养耳，目，鼻，口各种感官的同

化力，从而才会从身体与物的活动变化过程中

得其滋养”[2]。因此，对身体与物质同化力的培

养，需要人参与到可以直接体现运作机制的过

程中去。

这些观点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

科学化运动对应用科学日常化的推广和家庭自

发的设计改良中得到一定的印证，也从侧面证

明了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对国民同化力的培

养及其与设计之间的潜在关系。

一、科学化运动与应用科学大众化

（一）科学化运动及其扩大化
1932 年至 1937 年，由中华民国政府和学者

推动成立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2 年 11 月

成立）首次发起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国科学化运

动”为名的科学普及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目

的是“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

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

之科学化”。虽然这次运动主要由政府推动，有

着完整的运动纲领和指导思想，但主要还是由

学者发起。纲领中阐明了中国科学化运动从定

义到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中西方科学化的背景，

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1935 年，中国

科学化运动达到顶峰，有诸多刊物文章对此次

科学化运动的进程进行了探讨。

图 1  《 科 学 的 中

国》第 1 卷第 1 期，

1933 年

图2  《科学画报》第

1卷第2期，1933年

时，它们便会被物质同化。如果想要身体与物

质发生关系，人们便要依赖农工业，因为它是

让身体与自然界发生联结最直接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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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创办了科普知

识类期刊《科学的中国》（1933—1938），作为推

动这次运动的有力武器，传播科学知识与新思

想，从科学与大众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军事建

设、城市规划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问题出发，

综合深入探讨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科学化的问

题。其中，“科学新闻”专栏重点介绍国内外新

兴发明设计，如顶部可活动的汽车、手杖收音

机、家庭报警器、手拉送货车和个人潜水艇等 ；

而“简易机械”专栏则专门介绍经过自行改造方

便生活的小物件，如自制装煤箱、纸牌夹和多

功能婴儿车等。《科学的中国》于 1938 年因战争

爆发而停刊。值得一提的是，与《科学的中国》

同年创刊的还有《科学画报》（1933—1949）。在

《科学画报》的“世界工艺”专栏中，从建筑到手

工艺再到绘画、雕刻不同领域的工艺技术及专

家被推介给读者，收录了各种具有艺术创造性

的内容，体现出中国人在知识普及上前所未有

的开放态度。

除创办杂志之外，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还

让有影响力的名人和学者通过广播电台宣传科

学化运动的要义，并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普

及科学知识，吸纳更多民众参与其中。但在动

荡的社会局势和战争的影响下，《科学的中国》

无法继续正常经营。这一方面意味着科学化运

动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此

次运动失败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知识水平普遍不

高决定了大众未能积极参与科学化运动。

虽然动荡的社会局势和抗战终结了科学化

运动的组织形式，但科学化运动的精神却延续

了下来。科学化运动在五年时间里，对中国走

向现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相关史料中

提及了“科学化”的具体落实途径 ：“以科学的

原理与方法来培养国民道德，与提高国民知识。

无论抗战或建国统统是需要科学。”[3]“科学化”

不仅仅是专家学者该关注的内容，而是需要得

到全体国民的重视。科学家们为此分别从与民

族精神、军事和工商业相关的自然资源、供给

分配、代用品发明、化学应用、生物研究应用、

军用品发明、卫生医药建筑材料的改善发明、

军事学术和器具设计研究的角度，提出抗战时

期科学水平要达到的最低要求。[4] 广义的科学

精神已经在由国民政府倡导的三大运动——新

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节约运动中得

以汇总。可以说，这三者的科学本质殊途同归。

（二）应用科学普及与物质文化创造
当科学化的波澜波及抗战之后，社会上出

现了一些更加理性客观的声音。比如，沉冰提

出了七点科学化运动应该遵循的原则。其中，

第四点是“普及科学应用”，力在让大众意识到

科学应用与国家民生之关系及其重要性，“要推

广科学应用到民间去，使科学应用大众化”[5] ；

第七点“发挥科学精神，养成科学态度”，则基

于与西方应用科学启蒙教育的比较，提出要从

图 3（左）  废物改

良小工艺“用旧洋

伞作手巾架”（图片

来源 ：《科学画报》

第 2 卷 第 15 期，第

838页）

图 4（ 右）  中 国

科学化运动会杭州

分会举行儿童科学

玩具展览，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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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培养民众的科学态度和精神——“听说美国

的中学生能修理汽车，装饰无线电，小学生就

能在工厂制造小型机器，固然好的科学环境是

滋生的科学之芽，可是还要有科学的精神，不

怕天资差，财力乏，要有决心，有恒信，有细心，

有虚心……同时对事物要能客观，能控制，能

穷原，能审辨，这才是科学者的态度”[6]。为将

科学理论在少儿启蒙教育层面具体落实，中国

科学化运动协会杭州分会在 1935 年 1 月举行了

为期一周的儿童科学玩具展览。[7] 此时的苏联

也十分重视儿童发明，自 1926 年起至 1935 年，

共建立了 647 处儿童技术站，并且举行了全苏

联儿童发明展览会。[8]

除此之外，科学化运动的精神在抗战时

期得以延续，还可以从面向低龄儿童的科普

读物中看到。比如，儿童科普读物《家常科学》

（1937—1937）是中国近代关于物质文化的儿童

课外读本，由《科学画报》的创始人杨孝述 [9] 以

及学者胡珍元编写，为半月刊，共发行 9 期。《家

常科学》丛书中的每一编都以某个具有特定功

能的室内空间为中心，介绍相关应用科学的知

识点 ：从物的诞生与发展历史到设计生产的基

本原理，再到材料、工艺以及使用方法与注意

事项，尤其还特别比较了不同物品（如扫帚、顶

针）在我国与别国基于工艺、材质、使用方法以

及地域文化的设计差异。这些都足以从侧面证

明这系列书具有填补中国历史空白的意义。

在这一特殊时期，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儿童

启蒙期刊发刊速度如此迅速，存活时间又如此

短暂，不禁令人疑惑。首先，根据第一期发刊词

内容可知，该刊内容大都取材于西方书籍，但

书中并未注明书目的具体信息 ；其次，从目录

页码可以看出，每一期的页码续上一期，到第

九期，共计五百页有余 ；再次，九期期刊中共

有十编内容（第一编 ：书室，第二编 ：家屋，第

三编 ：厨房，第四编 ：煤柴间、洗衣处，第五编 ：

浴室，第六编 ：饭堂，第七编 ：坐室，第八编 ：

缝衣室，第九编 ：衣服室，第十编 ：首饰箱），

然而每一编的篇幅并不均衡，第三、四编被纳

入第四期，第五、六编被纳入第五期 ；最末，每

一期的封面皆用同一张图画，九期皆是如此，

说明这本刊物并没有考虑到要依据每期主题做

专门的封面设计。由此，与其说它是一本儿童

期刊，不如说是一套取材于西籍的摘录译丛。

此外，目前还可以查证的是，1937 年 8 月，这套

期刊以丛书的形式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

图 5（ 左）  《 家

常科学》第 3 期 ，

1937 年

图 6（ 右）  《 家

常科学丛书》第 1—

3 编（共 10 编），

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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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十编分成十册，并且分别于 1939 年再

版，1941 年发行第三版 [10]，足见这套丛书在当

时的影响力之广泛。

《家常科学》的编者在发刊词中批判国人贪

恋享受现成的技术成果，喜好挪用，而知识分

子缺乏记述知识和书写技术历史的意识，是造

成下一代科学思维培养缺失的重要原因，并提

出应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让他们了解现代文

化是科学的结晶，通过科学来复兴中国、造福

人类，是发行这一刊物的初衷。中国发明协会

创立会刊《发明》（1944），也在第二期中阐明了

创立此刊的类似用意，即意图启迪发明思想，

激发国人的科学研究兴趣，营造和谐的发明风

气，从而促进发明事业的发展。主编还指出最

担心和忌惮的问题有二 ：一是中国科学事业，

尤其是发明事业的落后，导致相关的发明资料

稀少，担心没有适合青年阅读的稿子，而青年

是我国发明事业的砥柱，所以《发明》主要引入

“比较有意义的，可靠的资料，都是比较最新颖

的，有趣味的”[11] 设计发明 ；二是国内一般科

学读物的最大毛病在于专家写作与民众接受度

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学者专家往往更顾及学术

地位而不写通俗文章，因而当时的中国针对大

众的科普文章是十分匮乏的。所以，《发明》中

特设了“发明的故事”专栏。这个专栏详细解构

了发明过程，让读者从实际操作层面了解发明，

而“发明家介绍”专栏中则不乏青年发明者推

广自发设计物品的文章。这些推介性的小文章

力求通俗易懂、新颖有趣，凡发明涉及领域的

消息均有涉猎。

沉冰在《展开科学化运动》中对科学化运动

总结道 ：科学化运动的前途是全国总动员所决

定的，不是科学家的独裁，也不是科学教授的

专利。科学是大众的，要大众来研究，要大众来

享受，因此既要有科学化的民众，也要有民众

化的科学。[12] 要实现生活科学化，一方面需要

提升大众精神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物

质文化建设。另外，孟广照也进一步提炼了科

学化运动在改善民生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一是

提倡创造的精神 ；二是普及科学知识 ；三是提

倡科学方法的应用。第一点“创造的精神”，便

是“人类时时便能想法变更环境、征服自然，以

改善人类的生活”的动力来源。第二点“普及科

学知识”，是指人们需要依赖应用科学的知识来

解答如何利用物质的难题——“我们使用器物

要舒适要便利，花费要少，时间要省，惟有祈灵

于科学知识”。第三点“提倡科学方法的应用”，

主张在事实观察后将行动落实于实验，这“不

仅是研究自然界的唯一武器，也是人生行为所

当依据的法则”。[13] 足见，人们首先应该具备改

善生活、寻求进步的创新意识与精神，然后依

赖科学知识，将其作为造物的根基，建立系统

的科学研究方法，将知识应用于物质生产生活

之中。

二、家庭空间里的新生活与设计改良

不只科学化运动，同一时期有关大众物质

生活方面的自救改良运动还有 1934 年在南昌发

起的新生活运动。它们都力图引导大众从改善

日常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开始，抵御西方世界

的冲击和应对新时代的到来。

1934 年，《 国 际 译 丛 》上 刊 登 了 一 篇 译

文——《瑞典新生活运动之一幕——日常用品

的艺术化》。它让中国人了解到北欧艺术化的

新生活运动。[14] 瑞典的新生活运动是由瑞典

艺术技艺协会领导、政府辅佐的一次组织严密

的运动，主要对象是中产阶级与受教育的劳动

人民，一方面力图引导大众购买经过艺术化改

良的廉价工业商品，另一方面也积极倡导大众

在农闲时重兴家庭工业，如纺织、木工、金工、

骨工和编织等，并建立以奖励机制鼓励工艺教

育的纺织学校。这些举措使得色泽和样式皆丰

的乡村织物成为时下流行。这一手工业复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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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宗旨恰好与中国新生活运动的宗旨相契

合。新生活运动提倡创造的生活是“为人类服

务的生活和‘礼义廉耻’的道德生活”，由于物

质生活本就与道德约束密不可分，因此科学化

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两种社会运动在知与行方

面达成了互通。[15]

图 7  1930 至 1940

年部分家庭与女性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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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家庭，新样式
西方从1920年就开始推广经济适用小户型

现代公寓以及更加轻巧的现代家具样式。1930

至1940年，许多西方杂志都刊登了现代主义运

动中家具和建筑设计的新式样。它们以文摘的

形式被采集到国内的通俗文化与家庭杂志，如

《通俗文化》《快乐家庭》《新家庭》《家

庭》《家庭星期》，以及面向女性的刊物《女

性与家庭》《妇女杂志》等。这说明对家庭空

间内物质文化的探讨也开始在女性杂志中占

据一席之地，展现出新时代女性在家庭中的

责任与权利，为新生活运动引导家庭改良提

供了途径。[16]

正如前文提到的《家常科学》参考西方书籍

编译一样，《家庭》《新家庭》也参考了英国、美

国的家庭杂志如Ladies Home Journal , Woman’s 

Home Companion, Modern Home 的 栏 目 编 制。

“设计”（design）一词实则已经通过西方家居

设计的传播，作为被默认的语汇进入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此时大众刊物中出现的

“设计”一词，已经不同于被日本译作“图案”

（design）的概念。这个时期有许多作者结合国

内家居空间为大众的传统家庭改造、装饰和陈

设布置提出参考意见，如《当你搬动家具的时

候》[17]、《新环境的设计》[18]、《活动家具 ：不占

地位，专为小家庭设计》[19]、《到农村去！！！

美国模范小家庭设计》[20]、《意大利 德意志 ：最

小限度家庭设计》[21]、《几种轻便家具的设计与

制造》[22]、《墙壁装饰》[23]、《艺术装饰》[24]。可见，

“设计”一词已经普遍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

同时也意味着经过改良的新生活方式正在步入

大众生活中。

这些杂志中都普遍介绍了西方生活习惯和

现代家庭空间的布局，反映出此时民众希望通

图 8  《 到 农 村

去！！！美国模范

小家庭设计》，选

自《大美周报》，

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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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空间布局和家具的变化来改善传统中式住宅

结构不足的愿望。比如，杂志中介绍了可折叠

的轻型家具——（梳）妆台、熨衣台、简单的食

桌、书桌及写字台——在不使用时可以折叠起

来，紧靠墙面悬挂，减少占用空间，替代了笨重

的传统家具，使居室看起来更整洁。[25] 又比如，

杂志中还刊登了美国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设计的“近代美国式”家具。这种家具是

基于战时需要的创新型设计，由新型材料——

塑料、合成纤维和金属等组合而成的轻便、能

折叠、易清洁的家具，减少了屋主的家务负担，

并且可以拆分、组装，功能多变。[26] 杂志中还介

绍了设计、添置儿童房，赋予儿童专属的空间，

让儿童拥有专属空间变得如同拥有适宜的玩具

一样合理，甚至是增设儿童读书室，在空间中

体现教育意义，教会儿童整洁有序地处置自己

的物品。[27]

（二） 新生活，新布局
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对中式家居空

间布局设计和生活卫生状况的反思也开始出

现。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建筑材料、结构

以及生活起居方式开始改变。轩鸿段曾描述了

西方人的居住习惯和空间布局与中国人的不

同。例如，通常中式厨房与其他居室是隔离的，

因为缺乏疏散燃煤气体和烹饪油烟的渠道，所

以厨房的墙壁和地面长期下来通常被熏得黝

黑。他提出改良室内设计的建议 ：“一定会有人

反对我将厨房放在房间内，中国厨房的确太脏

了，脏的是煤和烟熏，这并非无法补救，可以将

灶加煤眼，移至墙外，内部完全封死，上开气

孔，再加烟囱，这样一定好多了，而且内墙不要

粉刷，用洋灰磨光或铺上瓷砖，要易于打扫，多

用防火防水材料，不用木材，以向北为合适，少

见阳光，气候冷，食物不易腐坏，必须直接有空

气流入，至少一面见光。”[28] 除主张厨房移至室

内外，他还有改变用煤灶烧火的生活方式的建

议，如学习白俄罗斯人使用炉子烧火，炉子可

以保证厨房的洁净。然而，炉子在这个时期并

未普及，亦未投入统一生产，“在这物价高贵的

今日，什么东西也要买现成的，的确是能费上

许多的钱，何妨自己来亲手做呢，只要是自己

能做到的话，做成了，自己一定觉得很高兴，并

且还要十分小心地保护它”[29]。这亦道出了需要

大众自发设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物资的匮

乏，另一方面是在西方设计的影响下，新的生

活方式正逐步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就

连中式建筑的木柱和灰瓦也不再适宜，因为“这

样费心不讨好，木柱易腐，屋盖易漏，不如砖墙

打光免去一部屋架，无隔墙之处，结构屋架搁

在墙上，挂洋瓦，准保牢固，省钱……”[30] 至于

解决近代人口增多、居住空间日益拥挤的问题，

以上海的某个三楼亭子间设计为例，它是专门

为一般人而设计的 ：把屋顶晾晒台改为一个用

于出租的小房间，每月租金可值十元至十六元。

如果按照图样交于木匠定制，连同木器家具在

内合集需费二百元，而用藤的只需一百元。[31]

在住宅改造方面的考量，除家庭空间的美

化装饰与家具的便捷使用外，还有一项基于特

殊时期的重要考虑，那就是战时防御设计。战

争爆发前，有建筑师提出在非常时期以三种建

筑物改造方案来抵御战争攻击，分别为“防空

式”“防毒式”和“保护式”。[32]“防空式”即在屋

顶覆盖网，网下放防空武器，网上用花草架、草

堆遮蔽，或是在屋顶墙上绘制草木壁画来障目。

“防毒式”是用树胶包裹屋顶抵御枪炮，在门口

设置流水器，利用瀑布型水流阻绝毒气，将室

内换气系统设计成只出不进的循环方式。“保护

式”则是根据季节变化，利用房屋周边地面的

颜色来涂漆伪装。可见，如果领域内设计的速

度已无法应对人们的实际需要，便需要人们自

己动手实现愿望，然而又需要了解基本的设计

原则，以及依托专业人士的引导，方能知怎样

是可行的。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设计师，如蔡

振华 [33] 就曾以美编的身份为家庭杂志绘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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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参考图，并撰写鼓励大众自发改造家居

的指导性短文。

民国时期，多元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加速了

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对外

贸易的发展，导致国内大量资金外流。面对当

时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举措，有人提出“真正的

治本方法，美德上做去，而且成人份子都应设

计生产，家庭的经济庶几不致崩溃，而国家的

经济于焉宽容，民族才能达到真正的复兴，家

庭的大小分子可得到真正的快乐”[34]。在新生活

运动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中国需要以小家为单

位，规训到个体，从而让大众实现从身体到心

灵上的“改造”，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但这种

提升并非以模仿西方为目标，也不是以消费商

品为手段，而是在历史的基调上调和出符合本

国的适用之色。

三、结论

总体而言，科学化运动为民国时期大众汲

取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技能、培养发明精神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科学不再狭义地局

限于专业领域或专业知识，而是一种兼容并蓄

的态度、理性系统的思维方式，与同时期的新

生活运动有着共同的宗旨，那就是启发民智。

这个时期，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发明以及对现

有物品的设计改良在西方大量萌发。它们借助

一系列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科普期刊、综合性

通俗文化刊物，以及以即将或已经进入家庭的

女性为主要对象的家庭生活杂志，融入大众的

日常生活当中。但同时可以看出，这些发明和

设计改良在本质上都属于因环境所迫而作出

的被动创造。可以说，社会状况决定了创造的

属性。

如今重新审视这些文本，我们能够跳出学

科的窠臼，重新勾勒出一幅关于现代设计意识

启蒙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大众以一种隐形

身份被要求积极参与到设计活动中，并且这种

设计活动也以应用科学的称谓淹没于科学运动

的呼号声之中。创造、发明是精神和智慧的产

物，同时也离不开身体与物质同化力的驱动。

越是在社会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人们想要创造

条件来改进生活状况的欲望也愈强烈。这种责

任感与成就的乐趣，会激发人们去获得新的知

识和技能。这些刊载于大众刊物上曾经助力这

一动念的短文，都是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文

化特殊性的种子。它们在中国广袤的土壤中潜

在生长，并形成日后自觉设计的根茎，直至突

破地面，让新一代的设计者重新认识到大众文

化的创造性精神与活力。

注释：
[1]大夏大学，又作“大厦大学”，创建于1924年的一

所综合性私立大学，由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三百余

名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2] 卫中 . 西洋的发明是如何产生的？东方如何可以

产生发明？ [J]. 东方杂志 ,1928,25(4):47-58.

[3] 杜 绍 文 . 扩 大 科 学 化 运 动 [J]. 决 胜（ 周 刊）, 

1938(13):11-12.

[4]1. 民族精神及民族抗战的历史或文艺之源泉；2. 军

用地理及与工商业有关的地理之探究；3. 调查及利

用自然资源及动力资源；4. 由国防经济而发生的供

给与分配问题；5. 凡各种代替自然原料或代用品的

发明；6. 化学在工业、农业上的一般采用问题；7. 生

物进化的研究及其结果之可自用于农业或轻工业者；

8. 军用品的发明或创造；9. 卫生材料、医药材料及

建筑材料的改善或发明；10. 与军事有关的学术，如

弹道学、航空学、防毒器具之制造等。

杜绍文.扩大科学化运动[J].决胜（周刊）,1938(13):12.

[5] 沉 冰 . 展 开 科 学 化 运 动 [J]. 一 四 七 画 报 , 

1947,15(12):7.

[6] 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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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儿童恩物 [J]. 玲珑 ,1935,5(14):1.

[8]“苏联的发明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及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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