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被视为“不务正业” “科研做不下去才转行”，如今面临着新挑战——

作为首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的主

要设计和承办单位之一，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近来正开展“科技传播

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这得到了上海

市科委软课题项目支持。课题领衔人、

上海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

教授告诉记者，该研究梳理世界各国科

普传播的理论流派、实践模式、传播范

式和演化路径，通过对各国科技传播生

态框架比较，期望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科

技传播体系，提升国家科技传播的国际

影响力提供参考。

“许多科学家走向科研工作，起根

发苗，正是儿时所受的一些科普教育。

从科技创新价值链来看，通过科技创新

与科普的良性循环，实现科技创新可持

续发展；同时通过快速科普新知识，可

缩短科技创新转化为人才资源的周期，

相当于加速了科技创新的步伐。”李本

乾补充道，“同时，量大面宽的科普知

识，将为科技创新专业人才提供宽广的

背景知识。”

本届科技节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

目前建成上海科技馆等市级科普基地

285家、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29

家，平均每8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基地。

研究者认为，它在全国甚至世界都处于

领先水平，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做好科普、科技传播，关

键在人才。把深奥的科学原理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亟须培养既懂

科技又会传播的人才。对此，上海交大

进行了一些探索——对理工科专业的

学生开设“传播类”的公共课，创办传播

学第二专业，提高理工科同学的传媒素

养；同时对文科生增加“理工科类”通识

课，提高科技素养等。

“科技工作者群体的科普潜能还没

有被完全释放。”李本乾解释，他曾在一

次健康科普项目评审中发现，“精英化”

的评选机制其实无法满足医疗领域专

业团队的创作热情。同时，评选出的作

品独木难成林，老百姓看不到、摸不着，

遇到问题仍然“网上狂搜”，为伪科学、

虚假健康信息泛滥埋下隐患。为此，释

放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潜力，打通优

质科普作品到达公众的“最后一步”至

关重要。

李本乾还提到，科学家队伍与传

媒大军的融合，科技内容和传媒渠道

的融合，将是科技传播生态建设题中

应有之义。科技发展和科普良性互动

生态的创建，将会极大地激发“两翼”

发展的动力，推动“科创中心”“科技强

国”战略实施。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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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新闻

科技工作者潜能亟须释放，应培养
既懂科技又会传播的人才

深奥的科学知识
最好能让人“秒懂”

走过31年的心海科技节，今年首设心海科技传
播大会。
科技传播，或者说大家通俗理解的科普，早已

飞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也出现了不少新
情况，面临着新挑战。

近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布《“十
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十三
五”期末，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已达到10.56%，到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过15%。
知易行难，做好科普需要保持恒心，愿意下苦

功夫。现在科普还被视为“不务正业”吗？科普“网
红”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借着这场以科技传播为
主题的国际高端会议，记者连日来走访科研院所、
科普场馆、科普达人、科技丛书出版社，为创新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翼”科学普及寻求更多可能。

延
伸
阅
读

“专业、优质、纯粹”，这是中国科

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神经科学研究所）科普志愿者团队的

核心理念。成立近10年，他们敞开实

验室、举办夏令营，走进中小学、来到

社区，收获了一众科技粉，也在青少年

心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在中心副主

任、高级研究员王佐仁眼里，科普亦是

科技报国的一种形式。

这些年，科研人员投身科技传播

的比例日渐增多，可社会上诸如“科研

人员做科普是不务正业”“科研人员做

科普是因为研究做不下去了”的观点

也层出不穷。对此，王佐仁用“坚决反

对”这四个字表明了态度。

“科普是全民的事，有不同的领域

和层次，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大众要

了解社会进步的步伐，最可靠的来源

正是不同领域从事最前沿研究的科研

工作者。”王佐仁说，“科普是一项展示

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做科研做得好

的人开展科技传播，一定能取得‘1+1>

2’的效果。”

那么，科研人员做科普要避哪些

“坑”，在多年的实践里，脑智卓越中心

的科普队伍越来越有心得。把握好

“专业性”和“普适性”这杆天平，是他

们最大的收获。“很多科研人员觉得，

我讲的对方都听得懂；甚至有些人把

科普当成了自己科研成果的宣传，效

果可想而知。”王佐仁说。

B站“芳斯塔芙”运营者之一的唐骋

两年前从脑智卓越中心博士毕业，他曾经

提出，科学理论当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受众可能都毫无头绪；如果做科技传播的

人把这点忽略了，那么谣言、反智的阴谋

论就会占据受众。“做科普前，一定要搞清

楚受众的需求，要做到循序渐进，在他们

现有的基础上提升一步就起到了效果。”

王佐仁告诉记者，“我们有一场活动是面

向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他们多多少少对疾

病有了解，我们的科普就可以讲深一点。”

在脑智卓越中心学术主任、中科

院院士蒲慕明看来，科普有两类：一类

是对社会大众的科普，还有一类是对

非同行的科普，而后者的重要性正越

发显现，也成为孕育创新的沃土。

脑智卓越中心编著的《大脑的奥

秘》入选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推荐的

100部优秀科普图书。出版后，中心收

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其中不乏生物

学、临床医生等具有学术背景的专业

人士。他们打出的问号带给了中心科

研人员不同的视角，而要拉直这些问

号，必须通过严谨的科研来回答。瞧，

科普和科研擦出了奇妙的火花！

网红“烹煮大白鲨”，他站出发声：

人们对海洋保护动物的认知不足，不

能“提到鱼就想到食物”；“完达山1号”

不请自来，他告诉大家：只有放归野

外，才是成功的野生动物救助。人类

饲养时间越长，野生东北虎返回大自

然的坎儿就越多……

在动物成为主角的热点事件里，媒

体很习惯找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

何鑫，他也乐于站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

观点。“我的专业和自然、生态相关，其实

这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很近，总得有人站

出来。”他笑着说，“只有大家能了解，能

有自己的判断，才对自然保护有意义。”

印象里，他曾有一回与院士、资深

专家一块儿开展科普。“他们都是领域

里最权威的前辈，但和我们交流还是

很谦和，而且非常愿意将精力投入科

普。”何鑫回忆。他所在的上海自然博

物馆就是科普场馆，也很支持像何鑫

一样的研究人员，传播科学的天籁。

在何鑫看来，目前社会上开展科

普的同道，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写作的

方式，“比较有成就感”。新媒体时代，

也有人利用短视频平台，开辟“新阵

地”。相较前者，后者有机会通过广告

或是带货带来收益。

“只有做到领域内顶尖的人才有

资格来做科普。”这样的观点还很有

“市场”，理由也很简单，做科普势必分

散研究的精力。不过，在何鑫看来，科

研科普“两手硬”的，并不在少数。就

以他个人保护生物学的背景来说，原

本就要和社会打交道，适时开展科普，

能相互促进；更何况，有了公众的参

与，科研人员还能获得更多的数据，有

助于更好发现问题。

如今，做科普的人越来越多，有深

耕领域的，亦有“门外汉”。何鑫认为

科普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认真做科

普的，都会查阅最新科研成果，取得学

术界普遍认可的内容，无论谁来科普，

都殊途同归。”他说，但要避免的是人

云亦云。

也有多位“科普达人”提出，希望

在评价体系上有所倾斜，若能通过量

化科普成果作为评价的一部分，相信

会有更多人加入科技传播的队伍。

医学生彼得在视频网站bilibili

上拥有15万粉丝，频道运营者是复

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在读

学生。

彼得是“95后”大学生，也是伴随

视频网站成长的年轻一代。2016年，

彼得就开始制作测评等科技类视频，

在上网看视频了解感兴趣的内容，根

据兴趣点精心制作更深入的视频作

品，已经成为他的日常。2019年，一堂

《医学人文》课机缘巧合成为彼得开启

医学类视频创作的契机。如何更好地

做好医学传播？如何传递更理性、更

真实的声音，让大家走进医生或医学

生群体并消除误会？课堂上的“作业”

激发医学生们的创意，而彼得则将这

些思考延续到了课堂之外。“很多好的

想法仅仅作为一份作业‘完结’挺可惜

的，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

想试着做下去。”彼得说。

制作第一个科普视频时，彼得查

文献、写讲稿、设计分镜，精心拍摄、

剪辑，视频上线播出后就受到不少

关注。后来他制作的《医学生告诉

你喝水就能减肥！|每天喝八杯水

科学么？》播放量超过42万，《洗牙到

底有什么好处？疼不疼！访谈口腔

医生答疑》也突破10万播放量……

彼得对此不太意外，这些选题有的

是他感兴趣的，有的是公众性话题，

都构思了很久。流量的成绩对他来

说是一种激励，但更大的成就感和

动力来自科普传播的初衷，“比如10

万人看了我的‘洗牙’科普，其中如

果有1000个人能因此重视洗牙对口

腔健康的意义，再有一些人真正行

动起来，就真的有人通过我的作品

有效预防龋齿。”

流量也会带来争议。曾有一则有

关维生素C效用的作品引来论战，甚

至还有人断章取义发起直指个人的言

论攻击。“整个事情令我感到不知所

措。曾有一段时间不太敢发视频。”彼

得坦言。事后复盘，他意识到面对的

受众是多样的，科普视频的选题要更

谨慎，内容要更严谨。

最近彼得和复旦医科馆合作，开

展医学博主访谈，也引发了不少思

考。“2019年对短视频的定义是小于10

分钟，而现在可能超过5分钟已经是长

视频了。但是医学科普类视频有特殊

性，很难在很短时间把知识严谨说清

楚，所以我也在考虑剪辑节奏等。”彼

得还发现，内容平台审核、推流机制对

科普创作者的鼓励也应该有更多支持

空间，这些他都很关注。

“科普教育是一个创生智慧的过程，

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长期过

程”，杨浦区少科站站长、高级教师孙青

说。校外教育更关注育人的过程，杨浦

少科站为从幼儿到高中生构建“触手可

及、学力能及、素养渐及”的活动和课程，

既能分层又能贯通，通过多维度的育人

格局让学生在其中“发现兴趣、发觉乐

趣、发展志趣”。

“真正的科普应该是触手可及

的、有效的，我们要做到人人可体验、

处处可探究、校校可参与的环境，也

对应学生学力搭建平台、设计活动。”

她介绍，例如云端“童创空间”线上慕

课平台已上线10门类26个系列273

个微课程，发展了10个学习社群约有

1.4万学生自由在其中学习、交流、展

示；平台开展的公益课程没有门槛，

以抢课的方式自主报名，去年浏览量

达到12万。

为上课犯困的同学设计提高血氧

量的肩颈操，探究五味菓的抗疲劳作

用，到探寻多肉植物适应环境的生物

机制，再到中医药汤喷剂治疗过敏性

鼻炎的作用和机制……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高一的戴名玹已经完成了多

个生物、中医药领域的探究课题。从

小就对这些领域有浓厚兴趣的她，就

是在杨浦区少科站多年的实践中学会

了将好奇心变成科学问题，并且为满

足好奇心，用科学视角、科技手段寻找

答案。

“还记得在少科站第一次解剖蚕

豆，原来平时吃起来糯唧唧的豆子肚

子里‘别有洞天’，每个结构都为生命

的成长起到作用”，在她看来，科学素

养的提升带来最大的改变，是看世界

的“视角”不同了，“看待问题会更关心

背后的原因和本质，会更多元，更全

面，也更理性。”

“因为深海是人类在地球上了解

最少的区域，深海地下更是一片未知

世界。”在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深海浅说》一书中，海洋地质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这样写道。

《深海浅说》是近年来该出版社发

力科普读物的一个缩影，不仅获得包

括2020“中国好书”、第十六届“文津图

书奖”、第十六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在

内的多项权威大奖，也受到读者朋友

们的喜爱。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

编辑王世平看来，无论是青少年科普

还是成人科普，由某一领域的权威专

家参与编写的书，更加受到读者欢迎。

她进一步解释，《深海浅说》不仅着眼于

海洋科学本身，更深入透视海洋文化；不

仅融合了以上提到的种种特质，解析过

程科学严谨，而且文字书写妙笔生花，可

读性堪比小说，老少咸宜。

“介绍最前沿科学知识，图文并

茂、阅读体验良好的科普书，更受到

读者的青睐。”王世平表示，“再有就

是与当下热点结合紧密的书，都会比

较受欢迎。”

她举例说，由于疫情而受到各界

关注的《大流感》，亦是该出版社的畅销

书，曾经掀起过一波大众阅读的热潮，

让大家在疫情初始的慌乱阶段里，了解

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也让人们更有勇

气、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来面对疫情。

近年来，“融合”成为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在科普道路上的发力点——

人文、科学与艺术结合，抑或是文学、

历史与科学的跨界……同样“融合”

的，还有科普和“快乐”。面对青少年

读者，该出版社近年来尝试开发了一

些动手书和文创产品，让孩子们在学

中玩、玩中学，借助多样的游戏元素

和可爱的卡通形象增添阅读的趣味

性，轻松打好科学基础。

王世平发现，相比孩子们更喜欢

百科类的科普图书，成人更多关注未

知的意义。他们更希望从某些全新

的研究领域里学习新知识，甚至颠覆

自己原有的认知。“受到公众认可的

科普书，一定是独具匠心，精耕细作，

耐心打磨，才能在众多科普读物中脱

颖而出。”她总结道。

提醒>>>

搞清楚受众需求，做到循序渐进普研人员传播普学知识 1+1>2

提醒>>>

科普大门虽敞开，但要避免人云亦云传播方式不同，够认真就能“殊途同归”

在“噪声”中坚持传播理性声音

分层渐及，让孩子“换个角度”看世界
有用的知识， 让人们更有勇气普学面对未知

提醒>>>

视频的选题要更谨慎，内容要更严谨

提醒>>>

创生智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提醒>>>

独具匠心才能在众多科普读物中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圈좦”:普웕以틔 见컅샖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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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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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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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动
展
示
了
学
生
佳
作

本
报
记
者

孙
中
钦

摄

▲ AI科普体验系列活动 杨建正 摄

▲

科
技
嘉
年
华
让
社
区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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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接
触
玉
兔
月
球
车
、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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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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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本
报
记
者

孙
中
钦

摄

▲

嘉
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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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市
民
驿
站
开
设
了
垃
圾
分
类

科
普
馆

本
报
记
者

李
明
珅

摄

■ 心海ퟔ좻늩物馆뺫心
活划듲퓬的욷없뷌폽活
动“面科学家面对面”
者놨记者 孙中钦 摄

▲

全息投影让市民了解心脏的构造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