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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含有碳酸，喝完以后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

用，那么喝完以后应该刷牙还是漱口呢？蕴含尖端科

技的“量子隐形衣”真的能像哈利·波特的隐形衣一样

隐形吗……

别急，这些问题，辽宁卫视每周五晚黄金档的《奇

幻科学城》都能告诉你答案。顶尖的大咖科学家、高知

的博士主持团、可爱的好奇萌娃、创意十足的趣味实验

和互动游戏，让科学不再高冷。

作为国内唯一一档在卫视周末黄金时间播出的科

普节目，《奇幻科学城》2017年 1月份上线以来收视率表

现不俗。一季度最高收视位列省级卫视（索福瑞 35 城

数据）同时段第 7名，平均收视率位列省级卫视（索福瑞

35城数据）同时段第 10名，在被娱乐明星霸屏的周末黄

金档取得这样的成绩实为不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普节目曾经掀起一阵热

潮，此后陷入了沉寂，但近两年又开始活跃起来。《奇幻

科学城》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的板着脸做科普的印象，是

一种有益的尝试。”曾参与两期节目录制的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行星科学家郑永春说。

用电视呈现科普讲座

《奇幻科学城》并非拍脑袋或追逐热点的产物。节

目制片人徐立伟说，它承载着电视人的追求和责任。

正如郑永春所说，回顾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的发展

历程不难发现，一直到近两年，科普才又稍显生机。据

媒体报道，截至 2012 年的数据显示，自 2001 年央视开

播科教频道后，全国有 26 家地方电视台陆续开办了科

教频道，但到 2007年仅剩下 11家，而 2009年，仅有八九

家。省级卫视拥有单纯科教频道的仅剩北京、天津、重

庆、安徽 4 家。而其中自制节目占的比例相当低，几乎

所有的省级科教频道都引进过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

道的节目。

国内原创科普节目不仅数量少，仅存的几档栏目

也缺乏创意，不少科普节目都是在拷贝国外的节目形

式。在节目形态相同的前提下，各节目更多竞争的是

猎奇性，而不是知识性。

“我们的灵感来自圣诞科普系列讲座。”徐立伟说，

这个讲座邀请诺奖得主等知名科学家来给孩子们讲解

物理化学等百科知识。

“将科普讲座用电视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国内电视

界还没有人做过尝试。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

事情，将科学家带到孩子身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

孩子们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徐立伟说。

这确实是个应时而生的电视节目。记者观察发

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国家对

科普的重视，科普活动日益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青

睐。每年科技周期间，中科院等各大科研机构的开放

日几乎都爆满。

“但是，这类资源毕竟有限，一线城市的孩子有机会

接触到优质科普资源，但更多的二三线城市的孩子们还

是很难有机会与科学家接触。”《奇幻科学城》科学家嘉

宾、中科院物理所副研究员魏红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正 因 此 ，他 认 为《奇 幻 科 学 城》的 尝 试 值 得 肯

定 ——将此前线下的科普讲座用电视形式呈现出来，

面向全国青少年传递科学知识。

用“热闹”的形式传递“门道”

侧重科学、知识性强是《奇幻科学城》给魏红祥最

深刻的印象。以科普为己任的魏红祥有着多年从事科

普教育的经历。

“由于电视强调画面感和观赏性，电视科学节目更

多考虑娱乐性和猎奇性。比如设置大型的、平时难以

完成的实验，呈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确实比较容易

吸引观众。”魏红祥说。

相比之下，《奇幻科学城》则更强调知识性和科学

性。每期有一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用大众语言讲解知

识点，穿插好玩有趣的实验和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玩

中学。

为了体现知识含金量，节目打造了中国电视史

上学历最高的主持团队——“奇幻博士团”。该博士

团由文学博士、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植物生物学

博士组成。

“奇幻博士团”不仅拥有高学历、高颜值，更是在传

达一种科学正能量和教育理念，为孩子们树立积极思

考、求知好问、健康阳光的优质新偶像。

此外，出镜的科学家“神奇大教授”是节目的另一

关键人物，体现着节目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英国皇家

化学会 David G.Evans（戴伟）教授、北京天文馆馆长朱

进、中国古动物馆馆长王原、中科院物理所魏红祥、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科学传播中心郑永春等都是该节目的

主讲嘉宾。

“我们很愿意也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魏红祥说，

“NASA一位科学家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

我们现在发射的一些深空探测器，可能要 20 年甚至 30

年后才能传输回数据，但那时候，我们都退休了，如果

现在没有优秀的年轻人对这些学科感兴趣，将来谁来

接收数据？如果将来传回的数据得不到很好的研究，

我们现在的工作意义何在？”

魏红祥介绍了他们的一个小调查：“我们物理所的

公号有 30 多万粉丝，其中学物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人数差不多有 7万，经过调查，我们吃惊地发现：全国

学物理的人数大概也只有 13 万。”他说，虽没有确切数

据，但估计学数学、化学的人应该也不会比学物理的多

太多，而我国每年招收的大学生数量大约在 2800 万左

右。魏红祥由此推测，现在选择学理科的聪明孩子越

来越少。

在他看来，虽然应该鼓励大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选择职业和人生规划，但是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

学习理工科，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促使科技创新在国

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加强青少年的科技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养青

少年对科技的兴趣，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对科学精

神的推崇至关重要。

正因此，他愿意花费很多精力来做科普。庆幸的

是，和他怀有同样想法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刚开始我

们也会担心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科学家来做嘉宾，但

做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科学家、科普人在做这样

的事情，只是他们并不为大众所知。”徐立伟说。

请来了知名科学家，如何让观众看明白、听得懂、

感兴趣还是个大问题。虽然灵感来源于科普讲座，但

徐立伟坦言，把讲座变成电视节目并非易事。

“听科普讲座的都是本身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群，而

一旦把讲座变成节目放到电视上，面对的则是广大的

电视观众，甚至是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如何吸引他

们？这对选题和节目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说。

为了吸引目标人群，拥有 5—12 岁孩子的家庭观

众，《奇幻科学城》的选题来源于生活和公众的兴趣所在，

比如郑永春从土壤以及水资源等方面展示火星的生存

环境以及如何改造火星，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春

密与好奇萌娃团一起探秘分子的奇幻世界，等等。

同时，为了让科学家们适应电视的形式和语态，节

目编导会与他们一起打磨知识的呈现形式。例如，他

们会尝试尽量用形象和比喻的语言来解释知识点。在

探秘分子世界这期节目中，当李春密教授讲到“一滴水

会有 16700 万万亿个分子”时，萌娃们忍不住啧啧称

奇。但孩子们显然无法想象这么大的数字是个什么概

念。李教授接着解释道，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 10 亿人

24小时不间断数的话，也得数 3万到 5万年。

此外，因为这是一档在周五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

必须保证节目的热闹和好看，“好奇萌娃团”成为必不

可少的欢乐元素。这个设置让孩子们全程参与节目的

实验、互动、游戏。

“‘好奇萌娃团’不仅是为了增加节目的趣味性，更

重要的是，孩子们代表了未知与未来，也代表了每个人

潜藏的那颗好奇心。大教授对话小少年的形式，代表

了已知与未知的对话，也体现了现在与未来的知识传

承。”徐立伟说。

为了激发这些天天和科研、实验试剂打交道的科

学家们的童心，同时让孩子能够积极参与到节目中，节

目还设置了“超级孩子王”的角色。从前几期节目看，

明星嘉宾强子、寇乃馨、程成等人都成为了专家和孩子

之间的催化剂，在知识点外为节目增加了许多笑点。

“《奇幻科学城》的制作班底以前做过很多大型文

化综艺类节目，对节目形式有很好的把握和研究，通过

节目设置保证了欢乐气氛。同时，节目又邀请了知名

专家，有博士主持团，保证了科学的内核，形式和内容

统一得非常好。”郑永春说，科普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希望通过科普节目，科学的声音

越来越响亮，只有越来越多公众对科学感兴趣，我们的

科学强国梦才能实现。

全家共享的科学“晚餐”

“这个节目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它强调亲

子的概念，是给父母和孩子一起看的科普节目。”魏红

祥认为。

这个定位源于辽宁卫视“欢乐一家”的核心理念以

及节目制作方关于家庭、亲子及媒体的一些思考。

传统广电第一阵营的“玩家”在大体量季播明星真

人秀方面的激烈角逐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而二三线卫

视既拼不起资源，也没有实力去烧钱，如何独辟蹊径，

用心做出优质内容成为思考的重点。

重塑电视的“家文化”成为辽宁卫视的选择。国

家倡导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

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

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此背景下，2016 年辽宁卫视确立“欢乐一家”频

道定位，2017年全面升级，重磅打造以家文化为核心的

品牌节目，《奇幻科学城》就是其一。

“在新媒体强烈冲击下，最近几年不断出现唱衰传

统媒体的声音，这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徐立伟说，首

先，新媒体上出现的一些内容和语态并不适合家庭和

孩子。很多节目往往是家长爱看孩子不感兴趣，孩子

爱看家长又觉得无聊。

“我们希望做出一档既专业又积极的节目，引导孩

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电视作为传统媒体，有一

个核心功能是新媒体无法取代的，那就是家庭的聚

合。”徐立伟说。

确实，现在很多家庭中，家长人手一个手机或平板

电脑，孩子待在屋里写作业或玩电脑成为常态。但手

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体具有极强的私人属性，很难完成

共同观看的应用场景。

“电视永远位于客厅最中央的位置，全家人一起看

电视的同时也是家庭凝聚的过程。”徐立伟说，《奇幻科

学城》是开放式的，欢迎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

节目特别设置了“新十万个为什么”征集，所有孩

子感兴趣问题都可以通过节目官方微信号（ID：qi-

huankexuecheng）发送给节目组。家长们也可以通过微

信给孩子报名“好奇萌娃团”，直接参与节目录制。

在魏红祥看来，《奇幻科学城》其实满足了很多家

长在这方面的需求。“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

诉求从温饱发展到精神方面的满足，一到周末，家长们

都费劲心思找各种适合带孩子玩的场所，科技馆经常

人满为患。”他说，但不能总去科技馆、看音乐剧，因此，

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成为不错的选择。

他还分析，目前 30 多岁到 50 多岁之间的父母，本

身就缺少科普教育这一环，“如果他们本身对科学不感

兴趣，引导不了孩子，怎么要求孩子做更多？所以这档

节目更重要的是能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在探寻科学奥秘

中培养兴趣。”

这也是徐立伟的观点。“我们希望节目能体现出

‘成人童心’的概念。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天空

为什么是蓝色的？’‘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等等，

每个人在孩童时代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

这份宝贵的好奇心在我们成长中慢慢被消解掉了，

变得不再那么‘有用’。”他说，希望家长们能通过《奇

幻科学城》重拾好奇心，用科学思维去认识世界，面

对生活。

为了找到符合父母和孩子共同接受特点的节目模

式和讲述方式，节目组煞费苦心。《奇幻科学城》通过

“奇幻博士团”“神奇大教授”“超级孩子王”“好奇萌娃

团”四个节目主体的设置，搭配科学实验、互动游戏，大

大增强了节目的专业性、互动性和趣味性。节目中的

很多实验，孩子们都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看节目的

同时促进了家庭亲子关系。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根据收视数据分析和受众反馈，该节目受众群

体集中在 5—15 岁和 35—45 岁两个年龄段，说明这

档 节 目 驱 动 了 孩 子 和 家 长 共 同 观 看 的 这 一 家 庭 行

为。”徐立伟说。

节目在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的累计播出量达到 400

万，微信、微博话题量破千万，覆盖人群高达 5.5 亿人

次。如此可观的收视成绩和关注度，佐证了节目的精

准定位和精良制作，市场给予了积极的反馈。

从演播室到校园 科学的玩
法还有很多

《奇幻科学城》不仅是一档合家欢式的亲子科普电

视节目，更是在打造一个有内容、有价值和有理念的科

普教育品牌，宣传一种正能量的学习和教育方式，真正

让科普成为一种潮流。

面对面互动是教育最有效方式之一，为了让更多

孩子与节目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节目从电视延伸到

线下，推出了博士校园见面会、“好奇萌娃征集大赛”

“博士与少年海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

“好奇萌娃征集大赛”为对科学感兴趣、求知好问

的孩子，创造了参与节目录制的机会，通过“画出自己

最想要的发明”主题设置，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走进

演播室感受科学的乐趣。

5月 12日，“奇幻博士团”中毕业于美国康纳尔大学

的物理学博士包坤和北京大学植物生物学博士马春萌

走入北京市大兴二小。包坤通过各种趣味实验，打破

了科学在孩子心中深奥庞杂的固有印象，让孩子感受

到科学的乐趣。马春萌作为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更是现场分享了以全院系第一名成绩考入北大研究生

的学霸级学习秘籍，老师和家长都赞不绝口。

5月 23日，“奇幻博士团”中的文学博士郑毅和医学

博士何嘉来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与该

校二年级的 200名同学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郑毅以“国学经典——孔子原来这么有趣”为主

题，用扎实的专业背景，平实的语言描画出了一个生动

鲜活的孔子形象，为孩子们打开国学经典的大门。医

学博士何嘉，则从健康角度出发，给同学们讲解了“应

该如何保护你的牙齿”，现场教给孩子实用有趣的健康

常识，受到了家长尤其是妈妈们的热捧。

5 月 26 日和 6 月 6 日，《奇幻科学城》又分别在沈阳

文艺二校和东北育才学校举办了两场博士见面会。液

氮大炮，水果钢琴等炫酷的科学实验让现场的孩子们

嗨翻天。活动结束，博士主持人更是被热情的孩子团

团围住签名。活动网络直播吸引了近百万家长和网友

观看。

“博士主持人在学校受到了明星般的追捧，之前我

们也没有想到。说明只要认真做好内容，用心、用爱对

待孩子，他们会给你最热烈和直接的反馈。”徐立伟说，

《奇幻科学城》进校园活动会持续做下去，让更多的孩

子和家长感受博士的魅力，科学的魅力。

这些线下活动与节目本身的高度配合，不仅提高

节目的品牌影响力，对增强观众黏性、加深科普效果具

有长远意义。

正如辽宁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辽宁卫视总监孙

宏所说，无论今天的电视处在什么样的竞争环境中，新

媒体冲击也好、互联网冲击也好、传统媒体滑坡也好，

最重要的是电视人应该坚守，回归电视本源。

《奇幻科学城》：让科学流行起来
——关于科普节目 科学家们有话说

本报记者 操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