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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各行各业

催生出了各种形式的应用和服务，

科普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科普工作者将优质的科普内容

带向了人群，也带进了每个人的电

脑屏幕和手机屏幕。

2021年 6月 28日晚，由科技部

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 51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如期而至。本次

活动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

中心副主任邱成利主持。来自中国

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副总

工程师肖云研究员担任本次活动的

主讲人。在这期沙龙活动中，肖云

研究员以“互联网与科学传播”为

题，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

在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下的所思所想。

时代赋予科学传播的变化

当提起科学传播环境的变化

时，肖云感叹于最初的科学传播环

境和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有着天壤之

别。1999年最初做科学传播时，主

要依托科学数据库，因为数据库里

有很多漂亮的科学成果，把这些做

成科普内容，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

将这些资源做成虚拟博物馆的形式

呈现给社会，原本为科学家提供科

研服务的数据库就这样被发掘出了

对社会服务的价值。最初这些属于

业务之外的工作，但现在已经成为

了主流业务，所以说现在我们进入

到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近年来国

家非常重视媒体发展，要求应尽快

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

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

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

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

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

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

系。在传播方面，更强调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科学是

无国界的，那么从科学文化的角度

去讲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

不失为一种更有穿透力的途径，这

也是做科学传播、科普工作的一大

优势。

除了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传

播技术也有着飞速发展，而技术的

发展恰恰一直在驱动着科学传播的

进步。进入 Web2.0 时代后，从科

学传播模式，到科学传播形态都有

很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

万物互联为科学传播提供的手段和

空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

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在急剧扩张：大

众化推荐的门户网站、多源搜索的

引擎、主打人际网络的社会化媒

体、移动互联的资讯客户端、可进

行临场体验的视频及 VR/AR 平台

都成为了大家获取讯息的便捷渠

道。早期的 Web1.0 时代属于“大

众门户”模式，传统媒体向公众推

送信息，媒体机构在传播过程当中

起到绝对重要的作用；而 Web2.0

时代又被称为万众皆媒的时代，即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来源，也

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们的

社交网络成为主流的信息传播渠道

之一，信息技术让传播模式产生了

深刻的变化。
肖云研究员主题报告现场

“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幸福。”

——诺贝尔

新浪潮下的科学传播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互联网与科学传播”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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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科学

传播特点及探索

互联网环境下的科学传播具有

连接、融合、分化、一体等特点。

“连接”体现在科学传播矩阵化，由

于互联网用户是一个个节点，要占

据传播的主导地位，需要通过不同

平台连接起尽可能多的节点，形成

多维度的关系，建立传播矩阵，同

一品牌的各个账号相互协同，形成

传播矩阵。“融合”体现在内容生产

与传播协同，每一位互联网用户都

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每一位内容

生产者都同时是内容的传播者和消

费者，将传播前置，策划前置，科

普内容在生产的时候就考虑应用场

景和传播需求，将科学家、策划、

制作、传播多方力量聚拢在一起，

充分融合，协同合作，完成内容的

创作与传播。“分化”体现在科学传

播精准化，网络用户的汇聚，最终

导致人群的分化，大众真正在意的

不是信息的长短或难易，是内容是

否是自己当下需要的，因而需要分

析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受众、不同

阶段、不同场景的传播需求，然

后再面向这些需求开展创作，设计

精准传播方式，使得信息能第一

时间传达给需要的用户。“一体”体

现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随着技术

发展，互联网的边界在不断延伸

中，最终将形成网上网下一体的格

局，这种无缝整合是媒体发展的趋

势，也是科学传播的趋势，线上线

下一体发展，既能增强信息传播的

互动感，也能消解一部分信息碎片

化带来的问题，减少网络用户选

择、寻找信息的成本，助力传播效

能的提高。

未来向何方

科普需要与媒体、文化、教育

等行业结合，为这些行业赋予科技

的元素，方能形成

深远的传播影响和

价值。那么科普工

作的未来要怎么走

方能长远？首先，

考 验 的 是 团 队 能

力，科普工作需要

一支敢想、敢闯、

敢拼的团队，这就

需要在找到人才、

培养人才、留住人

才方面多下功夫，

并且这个团队要耐得住冷门领域的

寂寞，抵得住外部高薪的诱惑。所

以，如何继续完善团队能力是未来

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其次，是注

重创作能力，在信息过载的今天，

科普内容在互联网上需要跟一众游

戏、娱乐、新闻等内容争夺用户的

关注点，其成功与否的关键还在于

科普内容本身的质量以及是否具备

引起用户关注的话题点。因而科普

在创作能力方面可以重点考虑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做好选题、做

出经典的科普作品的能力，以高精

的制作、创新的形式、有价值的知

识为载体，吸引用户关注；二是结

合新闻热点事件、组织科学家和制

作团队快速创作科学解读作品的能

力，以与新闻同步、深度解读、率

先发声为特色吸引用户关注；而

后，是传播能力，在“内容为本、

渠道为王”的今天，在创作优质科

普内容的同时，必须要建立可控可

管的自有平台和互联网自媒体平台

之间的协同发展，既可以持续建设

和运行自有的科普传播平台和品

牌，又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巨大的

用户流量，快速实现科普传播的级

联放大，扩大科普传播影响力；最

后，考察的是整体的资源运作能

力，品牌资源、科学家资源、媒体

资源以及数字科普内容资源都是不

可或缺的部分。如何充分运用好已

有资源优势，并继续拓展相关资

源，是做好科普传播的基础，也是

科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嘉宾讨论环节中，来自中国

科普研究所的王大鹏副研究员对肖

云如何带领这个偌大的科普团队很

好奇，肖云介绍道：“会科普的人不

一定特别懂科学，因此除了策划、

传播、文化及 IT工程师外，还特别

需要邀请科学家加入到团队中来，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当然对我

们这个团队来说，最终还是要以技

术来立足，能拿出更好的传播作

品，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科学咖

啡馆活动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中渐入

尾声，主持人邱成利在最后的总结

中提到，时代的进步赋予科学传播

巨大的变化，推动科普与相关行业

的融合发展，形成强大的优质科普

内容创作与传播能力是每一位科普

工作者肩上的使命，希望广大科普

工作者能为公众提供高品质、趣味

化的科普服务，让更多人爱上科

学，与科学同行。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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