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加油向未来》电视节目中展现的火龙卷实验场景，节目主持人撒贝宁、
尼格买提都睁大了眼睛。 （节目组供图）

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
会场中，不少科技工作者注意到了一张熟
悉的面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制
片人、主持人王雪纯。有人和她打招呼：

“您是来采访的吗？”王雪纯笑着回答：“今
天我是作为制作人，代表《加油向未来》节
目组来的。”

当天公布的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名单中，荣获二等奖的“大型科普
节目《加油向未来》”十分醒目。它也是首
个获得这项国家大奖的电视节目。

这份荣誉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

应时代之运而生的节目

还原课本中的真空管自由落体实验、
见证中国首只无壳孵化小鸡诞生、跟随科考
船探秘可燃冰……《加油向未来》将153个
大型科学实验搬上电视，涵盖了天文、物理、
化学、生物等多个自然科学学科，甫一问世
就产生了现象级的融合传播效果。

一切始于2015年底。央视综合频道
正为创新节目寻找方向，来自新闻中心几
位同事的建议，让王雪纯和团队关注到科
普这个“冷门”但又重要的题材。

科普类电视节目在我国电视史上并
不少见，但节目形式、制作规模和“破圈”
效果等都亟待突破。这正是节目团队寻
找已久的“蓝海”。他们调研国内外同类
节目，并迅速锚定了“把科学实验搬上电
视舞台”的节目形式。

然而，方案落地是艰难的，因为这类
节目投入十分可观，而各方面回报是未知
的。在这一设想几乎进入搁置状态时，中
央直管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果断
出手，担负起大国企助力科普的责任，提
供了资金支持。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仿佛呼应
一般，《加油向未来》的发布会就定于第二
天召开。同年7月3日，《加油向未来》在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正式开播，旋
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有人评价，这是一个应时代之运
而生的节目。”王雪纯对科普时报记者说。

巧的是，8年后，又逢“科技三会”召开，
王雪纯代表团队参加了颁奖大会。

从相互“折磨”到深度协作

在节目组的设想中，被搬上舞台的科
学实验不仅要满足可视化、趣味化、具备
传播价值等要求，最重要的是必须基于严
谨的科学论证。为此，节目组邀来了堪称
豪华的科学顾问阵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曹则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坐镇”演播室，为科
学实验提供分析解说；北京交通大学国家
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陈征团队负
责实验装置的创新研发；中国科学院大学
吴宝俊博士负责科学内容策划，并组建团
队为“1V1”抢答环节提供试题。此外，节
目组还与国内几十家科研院所、科技企业
的实验室、科学工程现场等进行了合作。

从选题策划、实验验证、装置设计、文
本撰写，到节目录制、成片审核，每个环节
都有科学顾问的深度参与。对于文科出
身的媒体人来说，由于双方知识储备差距
过大，每每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开启讨
论，最后却演变成相互“折磨”：科学顾问
坚持科学论证的严谨性，节目组则坚持

“自己看不懂，意味着观众也看不懂”的原
则，甚至还上演过许多“相爱相杀”的名场
面。但在“至暗时刻”后，双方终会碰撞出

崭新的科学表达方式，别出心裁地将晦涩
的科学原理传递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每
个最终展现在屏幕上的实验，都经过了长
时间的探讨与磨合。

几年间，文艺创作团队和科学科普团
队密切结合、深度绑定，成为一个水乳交
融的创作集体。每季节目制作期间，大家
一起工作的时间都超过了6个月。王雪
纯说：“这种深度的投入，背后是科学本身
的驱动力。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我
们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欲，都深深地刻在
了每个人的基因里。”

科普路上，步履不停

在三季节目中，《加油向未来》曾邀请
袁隆平院士、汪品先院士、航天英雄杨利
伟等来到演播室，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
流；带来“蛟龙号”下潜4800米海洋深处、
新型穿甲弹击穿10层钢板等震撼瞬间；
也曾设计出短跑冠军与歼-10战斗机竞
速、歌手黄绮珊用高音震碎玻璃杯等“脑
洞大开”的实验。短短3年，节目组仿佛
走过了万水千山，也有了一番像是真正做
科研的体验。

真诚的内容会打动人心。《加油向未
来》创下了国内科学节目的最高收视率，
网络播放量破12亿，相关科普话题阅读
量达到23亿，连续3年上榜“典赞·科普中

国”，带动社会掀起了科学热潮，《科普时
报》也多次进行重点报道。央视创造传媒
副总经理张庆龙说，在节目停播后很久，
官方公众号还会收到何时复播的询问。

《加油向未来》的“超长尾效应”，不仅
显现在观众身上，更烙印在节目组的心
中。“参与过这个节目的人，都好像经过了
一场洗礼。”时隔多年，导演们讲起节目制
作中那些难忘的片段，依然如数家珍：一
个实验装置的制作历经反复失败，在录制
当天才终于成功，导演组成员一起瘫坐在
地上痛哭；节目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为科学献身”，勇敢尝试高空飞跃、平衡
塔、法拉第笼等惊险实验，“科学兄弟”组
合至今被观众津津乐道……

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并非只有成功值
得铭记。在节目第三季，中国首枚民营运
载火箭“朱雀一号”完成首飞，但火箭三级
出现异常，导致搭载的《加油向未来》科普
实验卫星未能顺利入轨。那天，官方推文
中记录下了火箭项目总顾问邢强博士面
对失败的模样：“他一直保持着微笑，而眼
眶里却饱含着泪水。”

推文评论区没有一句责备，而是写满
了鼓励的留言：“向前就是科学的使命，即
使带着泪水和失望。”“我们追求真理和向
往科学的心早已飞向太空！”——这正是
一起走过三季的观众对节目组的回应，也
是科学精神的写照。

2024年4月，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三
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显示，电视
以85.5%的比例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
主要渠道之一，其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王雪纯说，这次获奖带给整个团队一
种“复杂的喜悦”。来自国家的认可让大
家更加确信，《加油向未来》是一档为祖国
播撒科学种子的节目，它所点燃的科学热
情，还会在未来开出更加璀璨的花。同时
他们也感慨有幸赶上了好时代，依托上好
平台，更觉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加油向未来》团队这段不平凡的探
索，彰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肩负时代
担当的魄力直面新时代挑战，以技术创新
带动媒体融合转型的成功尝试；它对科普
电视节目制作全产业链升级的助推，证明
了“大象的街舞也会跳得很美”。

编者按 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从2005年度开
始对科普项目成果进行奖励。至今，共有60个科普项目获奖，其中，2023年度2项。本报邀请2023年度获奖代表谈感受、聊使
命、话担当。本期我们来聆听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制作人王雪纯等的获奖心声。

《加油向未来》：应时代之运，为未来而生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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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熄灯。激昂的音乐飘荡。一
米多高的“工”字形柱体上，立现两位身
着金属服装的“特斯拉闪电秀”表演者。
霎时，人造闪电从他们的头顶和手中急
速流转，又飞快划过舞台上方，发出噼
里啪啦的声响。观众席上惊叫连连。

这是7年前《加油向未来》第二季
节目录制现场上的一幕。我也厕身其
间，跟大家与科学“一起嗨”，体悟特斯
拉线圈变压器“依”高频共振原理运作
而“秀”出的眩目电光。

那会儿我见到的央视著名主持人
王雪纯，已然变身《加油向未来》节目
总制作人，忙得不亦乐乎。她告诉我，
这回要下决心来一次跨界，大胆尝试
创新，以“科学实验+专家引导+青少
年参与”的方式，打造一档高质量的

“王牌”科学节目。
一路走来不容易。大制作，高水

平；前卫观念，创新表达；叫好，还要叫
座！王雪纯心目中的“科学正大综艺”，
起步不低！创作团队也幸得助力：先是
身为国家传播平台的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有魄力、有胆识的立项支持；又逢东
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有眼光、有担当的
鼎力相助，还有多个高校、科研院所的
协作配合，以及曹则贤、张双南等著名
科学家和陈征、吴宝俊等年轻的教育工
作者的热诚参与，终让一个新的电视综
艺科普品类得以横空出世，成为国内首
档大型科学实验电视节目，并在首播8
年之后成为首个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的电视节目。

其实不止于此。回头来看，《加油

向未来》还具有多项引领性特征。譬
如对国家的大科学装置和重点科研项
目进行了一系列科普转化，彰显了科
普价值的引领作用；以适于电视传播
的大型科学实验展示了科学的魅力，
促成了公众积极参与的科学传播实
践；建立了科技、教育和文化传媒工作
者的深度协作机制，打通了科普电视
节目制作和传播的全链条。

这一电视科普领域中的“现象级”作
品，无论其创意设计、节目模式，还是制
作和传播机制，都是值得研究、借鉴的。

加油！向未来！

《科普时报》曾多次报道《加油向
未来》节目，图为部分版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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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与科学“一起嗨”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