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禹治水’如果用到你们的水测
技术，是不是就不用三过家门而不入啦？”

“三峡大坝过年有没有长胖，你们能知
道吗？”

“珠穆朗玛峰现在长高了吗？”
……
每次春节探亲，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水利工程测量课程的聂琳娟老
师，就被小字辈的“脑洞”弄得应接不
暇，后悔没有把她指导的“水利测量科船
（传）小分队”带在身边。

不过，现在聂老师再也不用担心“奶
问”了：只用轻轻一点智能手机屏幕——

“水利测量科普微课堂”，各种科学视频、
科学知识、科学典故、科学实训等等都能
呈现，轻轻松松就能协助聂老师随时随地
给“小辈们”普及“天文地理、大国重
器”。

用“开放微课堂”播下科学的
种子

测量工程，作为一门古老的测绘学
科，随着时代的发展，除积累了深奥的科
学理论，还伴有大量专业先进的仪器设
备，这对于测绘科普、测量工程学科的科
学传播增加了不少难度。

作为武汉大学固体地球物理学博士毕
业的聂琳娟，“本研”阶段就深刻体会到测
量工程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性。“利用互
联网技术制作全息开放平台，每次讲解时
不用携带硕大笨重的仪器，不仅方便学习
还方便科学传播。”

为此，聂琳娟带着她的“水利测量科
船（传）小分队”，耗时5年，终于研发出
了水利工程测量课程平台，经过不停改

进，不仅能促进大学生学习科学，还能为
中小学生科普水利测量知识提供24小时全
天候科学传播服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水利测量科普微课堂”。
“水利测量科船（传）小分队”成员周

昊回忆：一次外业时，一群初中生围着测
量仪器左瞅瞅右问问，充满了科学好奇
心，正在指导实训的聂琳娟觉得是个很好
的科普机会，她迅速打开智能手机里的

“微课堂”，一边展示一边以大禹治水的故
事为牵引，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事
实为准绳”等耳熟能详的成语切入，图文
并茂地讲述历史典故、成语里的测量知
识、测绘科学。

将测绘精神与科学自信“深度
融合”

以前深不可测的测量，随着滴滴打

车、高德地图等应用普及，老百姓开始
慢慢了解，但真正懂其原理也不容易。
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郜文杰概括道：“测量一是确定点位，
测定；二是测设，放样。”人们常说“可
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定位
与导航等的综合应用，定位告诉你现在
在哪，导航告诉你怎么去你想到的地
方。比如“小天才电话手表”能让父母
准确知道孩子位置，就是利用了包含
GPS、GLONASS、北斗、基站、Wi-Fi、
加速度传感器、A-GPS 定位、摄像头辅
助和室内定位等在内的 9 重定位技术 。
而这些科学秘密在“水利测量科普微课
堂”里都能轻松了解。

“水利测量科普微课堂”不仅“一
‘屏’观全貌”，促进测绘科学知识的学
习；还“多‘维’普自信”，促进测绘科

学精神的传播，让科普插上了理想的
翅膀。

测绘精神、国测一大队精神、北斗精
神、珠峰精神、南极精神等等都在“水测
微课堂”里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给予
体现。

教育资源数字化开辟科普新
赛道

聂琳娟坦言，以“视频、音频、图
片、文字、素材库、微课、在线互动、交
互软件”为核心的“云端课程平台”，发展
成“科普微课堂”是一种教育资源数字化
信息化的趋势，不仅能提供科学知识普及
的开放生态，还提供了科学传播在线交流
的虚拟仿真平台，打造了“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虚拟科普社区”。

为 此 ， 聂 琳 娟 还 开 创 了 6 “YAN
（研、眼、演、衍、验、延） ” 科学传播
环节——即“观看微课、了解新知、仿真
演练、衍生训练、检验成果、科力延展”，
线上线下、虚拟现实融合。目前“微课
堂”浏览点击已超 207 万人次，为各行各
业提供了1171次“水测”科学技术、科学
知识普及传播，有效解决了疫情期间及特
殊环境下“科学传播”的“不停学”“不停
普”的难题，让“水测”科普“动”起
来、“活”起来、看得见、学得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
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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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人民政协报》刊发的一篇
评论性文章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
认为，我们的科普也需要与时俱进，既要
让专家觉得“懂行”，也要让年轻人觉得

“好玩”。
我个人理解那就是科普要“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对于公众来说，科普就是用他
（她）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把科学上的问题解
释清楚。当然，这里的公众也包括科研人
员，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科研人员
也和普通公众一样，也需要科普，而且之前
也有研究显示，科研人员也会通过大众媒体
的科学新闻了解相关科研进展。

同时，科普需要明白自己的目标对
象，毕竟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科普所用
的语言和所阐述的内容深浅会有所不同。
十多年前，欧阳自远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就表达过，他的科普报告针对不同的公
众群体会有不同的版本，可以说真正做到
了“因人制宜”，只不过其中的内核是固定
的，而且是在科学上经得起推敲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在参加一
次竞赛活动的过程中，某位专家谈到了世
界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钱学森对科普的看法。钱老认为，好的
科普就是内行听了之后说“你讲得对”，而
外行听了之后说“我听懂了”。而这就是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科普。
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科普书很难写，

往往会在对普通读者的晦涩与对专业背景读
者的无聊间摇摆。这其实对做科普的人来说
是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为了
追求公众能够理解，有时候必然会抛弃某种
程度上的精确性，当然是在核心内容精确的
情况下，但是有时候却会遭遇到同行的不
屑，认为其中存在错误，也会认为做科普的
人“不懂行”。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虽然科学性是科普的灵魂，但是普通公众意
识里的科学性与专业科研人员所说的科学性
并不是完全重合的，甚至有些时候会存在着
一些差异。另一方面，在纯粹追求精确性的
硬性约束之下而开展的科普就有可能让公众
感到无聊，甚至还会夹杂着一些晦涩难懂的

术语。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术语在同行交流中
的作用，但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如果不对
术语进行通俗化的解释，那就在某种程度上
无异于“天书”，至于如何“去术语化”，在
网络上和媒体上可以找到一些参考方法。

对于上述悖论，在《别做这样的科学
家：走出科学传播的误区》 一书中，兰
迪·奥尔森也有相关的论述，他认为，讲
故事的人面临着两大挑战：既要保证故事
的准确性，又要确保故事有趣。但是现实
情况往往难以两者兼顾，“科学家和科学
传播者在尝试进行的每次传播实践中都要
面临着两难境地，因为不是总能在轻松地
同时掌握准确性和趣味性”。所以他提出
了一个问题，传播不准确或完全传播不出
去，哪个更糟糕？在他看来，后者可能问
题更大，因为科普的作用或者说目的在于
激发公众的好奇心，唤起人们的兴趣。而
如果我们一味地聚焦在准确性上而丧失了
趣味性，那么传播根本不会发生，更不要
说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了。当然这
里的准确性是在确保“事实或真理”的基

础上而言的。
做好科普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要满

足公众对科学的需求，激发公众对科学的
好奇心与激情，而且做科普的人自身也需
要得到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这就需要科
普从业者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技能，不
仅仅是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具有必要的传
播技巧，所以科研的做得好未必就意味着
科普能够做得好，毕竟科普是一门需要学
习的“新技能”，而这种技能会是社交媒体
时代提升传播影响力的关键。那些认为科
普很容易的人往往是没有真正地做过科普
实践的，因为做既能“上得厅堂”又能

“下得厨房”的科普需要真功夫，需要准确
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与平衡。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 普 也 要 “ 上 得 厅 堂 ， 下 得 厨 房 ”
□□ 王大鹏

龙抬头
（福林篆刻）

（作者系国家教育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
国科技馆原馆长、研
究员）

余生趣潭

随着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迭代升级,
互联网时代的“场景取胜” 已逐步成为
现实。

“场景”即“情景”，是指基于移动
终端、传感器、社交媒体、大数据、定
位系统提供的应用技术以及由此营造的
一种“在场感”，其本质是在特定情境下
传播个性化，兼顾用户所处空间与时
间、个人兴趣等全方位多重需求，并带
来信息与服务适配的精准传播。

科学传播走入“场景传播”时代，
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多样内容丰
富呈现、多维互动增强效果、多种服务
满足需求的特质。在场景传播中，人、
物、场进行了有效的连接，每个人都可
以发布、传播信息，分享真实可见的体
验，充分释放出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诉
求，激发“场景”参与欲望。场景传播
带来了信息展示的“温度”感，全面有

效地提升了科学传播的针对性和价值感。
目前，短视频、视频直播及游戏等

正成为科学“场景传播”最热门传播方
式。以近年来最热门的航天科普为例，
伴随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开
讲，央视面向全球直播，微博、B站、微
信、抖音、快手等平台相继快速预热和
跟进，“引爆”相关话题。在抖音平台，
同济大学物理学退休教授吴於人参与连
线，详细科普太空物理课背后的科学原
理，还专门设计了动量守恒趣味实验，
对比不同重力条件下，同一原理的不同
表现，为学生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航
天员 VLOG 的相关话题中，“王亚平和西
游记神仙撞发型”“航天员在太空拆快
递”“太空出差三人组的花样吃播”等有
趣的词条纷纷涌现，持续热搜；中国航
天文创网店还上架了“太空信套装”，网
友可以向太空寄信，信件通过电子化后

可以送往空间站；首款航天科普手游
《我的卫星》 正式发布，航天迷可以扮演
一位商用卫星公司的负责人，通过接取
任务来自己拼装卫星、解锁卫星、研究
和升级卫星，并选择卫星拍摄精美图
片，体验穿越世界的感觉；航天员形象
的玩具、服饰、项链及摆件已通过个大
电商网站持续热卖……

诸如此类多样态、多层次、多方位
的信息和产品发布，让公众的接收信息
更有现场感、参与感、代入感。 在关键
节点吸引广泛的社会注意力，引发围观
现象。“天宫课堂”首课结束仅一天，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在抖音就播
放了 1.1 亿次，为受众带来一场科学传播
的盛宴，缩短了普通人与航天事业之间
看似高不可攀的距离。

场景传播时代，为科学传播带来了
一系列新的变化。通过技术赋权，用户

主动性增强，尤其是年轻受众，他们对
科学信息的需求不再只是“知晓”， 而
是渴望“在场”参与，希望在基于空间
与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性，以及社
交氛围构成的场景传播中进行“时空融
合”的体验。科学传播也应顺应这一趋
势，本着将受众置入“科学发生现场”
的理念，将真实场景进行全方位、多层
次的模拟再现，将科学的抽象转为更有
深度的具象。

而今在全球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大
型群体活动、会议和会展都受到限制，
更是为科学传播的虚拟“场景化”提出
了现实要求，随着场景传播在科学传播
领域中的应用深化，受众将进入全新的
体验时代，也许未来，它将完全改变人
们获取体验和认知新事物的方式。

（作者系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高级
工程师）

科 学 传 播 ， 走 入 “ 场 景 传 播 ” 时 代
□□ 杨书卷

科普达人

在日前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
个人和集体名单中，有医院的专家，有农
村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有科研院所的科技
人员……

“十三五”期间，他们辛勤探索、热心
奉献，创新科普手段，积极加入科普队
伍，将科学知识传递给公众，为推动广大
群众科学素养持续提升奉献力量。

医心为人，科普有方

海拔4800米的波绒乡是聂拉木县唯一
的纯牧业乡，对于长期生活在波木村的牧
民群众来说，若患了头疼脑热、伤风感冒
的小病，都要跑到十六公里之外的乡卫生
院看病、买药。

2014年，西藏藏医药大学科研处技术
转移办公室主任兼校科协副秘书长洛桑塔
杰到了日喀则聂拉木县波绒乡波木村，担
任起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及驻村医疗工作
者。他坚持开展义诊活动，实实在在为老
百姓排忧解难。近5 年来，洛桑塔杰先后
组织校内外专家分别到曲水县、各社区、

日喀则市拉孜县芒普乡普村等多地开展送
医送药活动，为村民提供科普宣传册、用
药知识科普宣传册、藏药牙膏、藏医药教
育与研究杂志、医用器械等物资，为推进
校科普工作奠定了基础。

钻研技术，当好脱贫致富“带头人”

“十三五”期间，还有很多懂农业、爱
农村、心系农民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把

“科研论文”写在祖国乡村的大地上，推动
广大农民科学素养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提
质增效。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干部，脱贫攻
坚工作一直是巴彦淖尔市科协康振祥牵挂
的事。巴彦淖尔市作为农业大市，享有

“塞上粮仓”的美誉，农牧业是地区经济发
展的重中之重。2020年，面对全市脱贫攻
坚重任，康振祥积极协调扶贫办，共同制
定了《全市科技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
作实施方案》，组建了 35 人的农牧业专家
团，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推动精准科技指
导和技术培训共 700 余场，并实现技术指

导常态化。
一直以来，农民学习能力参差不齐，

为了确保农业技术能够真正在农村土地上生
根发芽，众多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手把手
将技术传授给农民群众。重庆市巴南区农村
专业技术联合会秘书长唐元华常年深入田间
地头，累计开展“科技下乡”“开春第一
课”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 2100 余场，
培训农技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企业负
责人和种植大户 10 万余人。值得一提的
是，唐元华“点对点”指导建成巴南区二圣
万亩优质早熟梨基地、鱼洞优质乌皮樱桃基
地、巴南香桃基地、羊鹿山万亩优质水果基
地，“手把手”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帮助农
户每年户均增收5万元以上。

形式多样，增添科普趣味

乏味无趣，恐怕是大众对于科学的固
有印象。一直以来，很多科普工作者正在
孜孜不倦地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增添科
普趣味。

“机器猫老师”胡斌，长期从事科学表

演、科普剧开发、科普活动策划实施工
作，十五年如一日坚守一线岗位，无数次
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科普讲解，无数场
激情迸发、满堂喝彩的科学表演，以爱岗
敬业的职业道德和精益求精的业务能力，
深受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和社会公众的
赞誉。

从2008年“5.12汶川地震”首批流动
科技馆志愿者骨干到中国流动科技馆四川
巡展及科普大篷车志愿者，胡斌开展讲
解、表演、培训累计数万余场，服务公众
超1000万人，将科学的火种传遍四川老少
边穷地区。

他还积极参与馆校合作，根据学校教
学内容开发科普资源包，包括趣味实验

《万事通的科学实验——电与导体》《去伪
存真》，科普剧 《哆啦 A 梦的科学之旅》

《太阳、地球、月亮》《梦回都江堰》《光明
传》，深受广大师生们的喜爱。同时，他与
四川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梦想1+1栏目合
作，把“机器猫实验室”的科普活动展现
给千万电视观众，吸粉无数。

他 们 ， 让 科 学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3 月 4 日，农历二月
初 二 ， 冬 残 奥 会 龙 抬
头，生逢盛世春意浓，
真是一个好日子！

3 月 4 日晚，北京冬
残奥会在鸟巢体育场隆
重举行开幕式。

北京、延庆和张家
口三个冬残奥村开村，
备受外国运动员欢迎的

“冰墩墩”抱枕也替换
为“雪容融”抱枕。只
要解开拉链，抱枕瞬间
变成 1 米长的毯子，上
面还印有冬残奥会项目
的运动图标。

冬残奥村的餐厅里
提供了低位取餐台，餐
桌高度、容膝空间以及
桌椅物品的布局摆放充
分考虑了轮椅使用者的
需求。

冬残奥村到场馆的
班车，车辆中间位置不
设座椅，可以固定 6 个
轮椅，还贴心地设计了
可收纳的斜坡板，方便
坐轮椅或拄拐杖的残奥
运动员上下车。

冬残奥会的火炬传
递自 3 月 2 日起至 3 月 4
日，3 天内在北京、延
庆、张家口 3 个赛区完
满 完 成 。 值 得 赞 扬 的
是，本次火炬传递还展
示了残疾人使用上下肢
助 力 外 骨 骼 机 器 人 设
备，实现自主抓握功能
和直立行走。本届冬残
奥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人
们传递了“科技改变生
活 ， 让 不 可 能 变 为 可
能”的创新理念，激励
更多的残疾人勇敢面对
生活，不抛弃、不放弃
独 立 自 主 生 活 的 美 好
原望。

鸟巢的表演场地出
入口及升级台无障碍通
道改造工程已于日前完
成 ， 宛 若 晶 莹 剔 透 的

“冰面”不会打滑。冬
残奥会开幕式一定会在
鸟 巢 里 大 放 光 彩 。 真
是：筑梦冬残奥，圆梦
在今朝！

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3 月 4 日还是农历
虎年二月初二龙抬头，
这 也 是 一 个 吉 祥 的
日子。

龙抬头，又称春耕
节、农事节、青龙节、
春龙节等，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龙”指的
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每岁仲
春卯月 （斗指正东） 之初，“龙角星”就从东
方地平线上升起，故称“龙抬头”。龙抬头日
在 仲 春 卯 月 初 ，“ 卯 ” 五 行 属 木 ， 卦 象 为

“震”；九二在临卦互震里，表示龙离开了潜
伏的状态，出现于地表上，崭露头角，为生
发之大象。在农耕文化中，“龙抬头”标示着
阳气生发，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春耕
由此开始。自古以来人们亦将龙抬头日作为
一个祈求风调雨顺、驱邪攘灾、纳祥转运的
日子。

古代诗人对二月二情有独钟，留下了诸多
佳句，现录几首如下。

唐·李商隐诗曰：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唐·白居易诗曰：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
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宋·释行海诗曰：
春来处处有花看，一种芳心欲吐难。
陌上鹅黄初染柳，不禁烟雨袅轻寒。

明·罗伦诗曰：
次第开花次第花，隔墙何必问谁家。
也应无奈春光好，长对东风醉紫霞。

中 国 人 素 以 龙 为 图 腾 ， 这 一 天 “ 剃 龙
头”，体现出人们祈求神龙赐福的美好愿望。

二月二关于龙抬头的诸多习俗，如撒灰引
龙、扶龙、熏虫避蝎、剃龙头、忌针刺龙眼
等节俗，在民间也是丰富多彩，很有意义的。

过完二月初二龙抬头，便是惊蛰节气了。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春雨惊春清谷
天，春天充满了希望，多么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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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琳娟在传播水利测量科普知识。（（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3月2日北京冬残奥会火种汇集仪式在天
坛公园举行，火炬手在现场进行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