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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普剧已在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调查研究科普受众对现有自然科学类科普剧的

接受程度，揭示了受访者对于科普剧的看法及各方面的偏好，为提升科普剧的科普效果，了解科普剧的发展现状，改

进不足，确立未来发展方向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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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剧最早兴起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是一种将过程教育、情境教育、体验教

育集于一身的科普教育模式。它通过舞台表

演的形式，同时调动人的视觉、听觉、触觉

等多种感官，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将科学知

识和科学理念传递给观众[1]。与传统的科普模

式相比，科普剧在互动性和参与性方面都具

有显著的优势。

近年来，在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 的推动下，我国的科普教育事业发展迅

猛。科普剧，这种新型的科普模式，已经在各

个学科的科普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

播和普及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我

国的部分科普场馆已经开展了自然科学类科

普剧的理论研究和创作编演工作。在尝试与

探索中，科普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表现特点和

科普形式。

例如，东莞市科技馆的科普剧 《奇奇与皮

皮之大气压》 是一部以人物扮演为表演基础，

以科学实验、互动参与为表现手段，主要面向

中小学生群体，适合小剧场演出的科普剧。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剧 《小白的故事》 是

一部以动物、人物扮演为依托，以故事情节

为核心，面向全年龄群体，适合中型剧场演

出的科普剧。台湾大学物理研究所等机构主

办的科普剧 《哈雷与牛顿─从黑暗到光明》

是一部以人物扮演为形式，以歌舞表演为特

色，主要面向中青年群体，适合大型话剧舞

台表演的科普剧。

科普剧的服务对象是科普受众。调查及分

析科普受众对现有自然科学类科普剧 （简称科

普剧） 的接受程度，是提升科普剧的科普效

果，了解科普剧的发展现状，改进不足，确立

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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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发放地点主要为北京地区的学校、社

区、大型科普展会会场、科普场馆等。共计发

放调查问卷 3 000 份。经过对问卷的初步整理

和分析，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随机抽取 500 份

作 为 研 究 样 本 。 样 本 中 ， 男 性 168 人

（33.6%），女性 332 人 （66.4%）。受访者居住

地涉及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北京

市内 16 个区县均有覆盖。

1.2 问卷的编制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共计 14 题，包括：

一、受众的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职业、文

化程度、居住地）；二、对科普剧的认知 （观

看次数、对科普剧适合人群的认知、科学知识

的偏好、表演形式偏好）；三、观看科普剧的

感想 （满意程度、所观看的表演形式、观看目

的、科普剧相关信息的了解渠道、科普剧的不

足之处）。其中，第一、二部分面向全体受访

者，第三部分仅面向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

为避免受访者将“自然科学类科普剧”与

“人文类科普剧”相混淆，或者与常见的电视

纪录片、科学秀、科学电影相混淆，问卷采用

粗体的说明文字进行了定义和解释。强调“自

然科学类科普剧”旨在科普自然科学知识和实

验方法，是由真人演出，具备故事情节、角

色、台词等要素的“舞台表演”。
1.3 问卷的发放与分析方法

问卷于 2014 年至 2015 年间发放完成。

发放过程中，为了确保调查过程规范，调查

组人员按照拟好的指导语组织受访者完成调

查。问卷答题时间统一控制在 3~5 分钟。调

查数据运用 WPS 表格 2016 软件录入计算机，

此后运用 SPSS v.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

理。问卷核心问题的分析结果用于后期的研

究和讨论。

2 研究结果
2.1 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

2.1.1 受众的基本情况

（1） 年龄分布

在 500 名受访者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

31~50 岁的中青年人群，为 32.2%；12 岁以

下、13~18 岁、19~30 岁的人群分别占受访者

总数的 20%、23.6%、14.6%；50 岁以上的受

访者占 9.6%。总体来看，受访者的年龄分布

较为平均，年龄跨度大。

（2） 职业情况

调查显示，受访者的职业十分多样，包括

在校学生、公务员、军人、公司职员、教师或

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人员等等。其中，在校

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为 53.2%；在职社会从业

人员占受访者总数的 40.4%；包括离退休人员

在内的非在职人员所占比例为 6.4%。

（3） 文化程度

在受访者中，有 39.2%的人群具有专科及

大学本科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大；中专或高

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群分别占总人数

的 18.8%、13.4%、19%；硕士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受访者占 9.6%，比例最小。

2.1.2 对科普剧的认知

（1） 观看次数

在 500 名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群

（71.4%，357 人） 曾经观看过科普剧。看过

1~3 次、4~10 次、10 次以上的受访者分别占

总人数的 51.8%、11.8%、7.8%；约 28.6%的

受访者从未观看过科普剧。

（2） 对科普剧适合人群的认知

68.4%的受访者认为，科普剧的舞台表演

形式适合 6~12 岁的小学生观看；55.4%的人

群认为，科普剧这样的科普方式对于 13~18

岁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也同样适用；认为科普剧

也适合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受访者比例约

占 20%。见图 1。

（3） 自然科学知识偏好

受访者对于各类型自然科学知识的偏好程

度相对平均，各类知识的选择人群比例都在

图 1 受访者对科普剧适合人群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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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之间。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奇妙

的动植物”，占 67%；比例最低的是“环境热

点问题”，占 41.2%。见图 2。

（4）表演形式偏好

大部分受访者 （70%） 对于有更多实验演

示的科普剧存在偏好。超过半数的人群

（58%） 对具有更多故事情节的科普剧感兴趣。

而观众互动 （36.6%） 和歌舞等艺术元素

（24%）也同时受到受访者的青睐。
2.1.3 观看科普剧的感想

（1）满意程度

在357名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52.9%

的人群对所观看的科普剧表示满意；认为非常

满意和效果一般的受访者分别占 21%、25.8%；

认为非常不满意的人群占0.3%。见图3。

（2）观看目的

在 357 名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

74.5%的人群认为学习知识是其观看科普剧的

最主要目的。此外，消遣娱乐、陪孩子观看也

是受众观看科普剧的主要目的，分别有

32.8%、30.3%的人群表示认同。

（3）科普剧相关信息的了解渠道

对于观看过科普剧的受众而言，电视和网

络是其最主要的获取科普剧相关信息的渠道，

分别有 64.4%、47.1%的人群曾通过这两种方

式了解信息。此外，报刊杂志 （28.3%）、海

报及展板 （21.8%） 也是受众接受信息的主要

方式。

（4） 科普剧的现存问题

在 357 名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认为

观看过的科普剧有传道式灌输问题的人群占

38.1%；30.5%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科普剧与观

众互动较少；认为知识过于简单、科学知识讲

述不清、剧情幼稚的受访者分别占总人数的

24.6%、26.1%和 22.4%。见图 4。

2.2 数据相关性统计分析

2.2.1 不同年龄段人群对科普剧的认知

（1）对科学知识的偏好

对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而言，“奇妙的动

植物”和“自然界奇妙现象”都具有较高的

偏好程度。其中，“奇妙的动植物”最受 12

岁及以下的儿童，以及 13~18 岁，即初中和

高中学生为主体的受访者的欢迎；“自然界

奇妙现象”这一类具有可探究性的知识特别

受到 13~18 岁的青少年和 19~30 岁青年人的

喜爱；31~50 岁的中青年群体对“环境现状环

保理念”持有较高的兴趣；50 岁以上年龄的

中老年人对“现有认识误区”具有很高的偏

好。总体而言，“奇妙的动植物”等现象型、

描述型的科学知识，其偏好程度随着受众的

年龄增长大体呈现下降趋势。相反，“节能

环保知识”等抽象型、理论型的科学知识，其

图 2 受访者对自然科学知识偏好

图 3 受众对所观看科普剧的满意程度

图 4 科普剧的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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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程度随着受众的年龄增长大体呈现上升

趋势。见图 5。

（2） 对表演形式的偏好

各年龄段人群均对具有“更多故事情

节”、“更多科学实验”的科普剧表演形式具

有较高的偏好。其中，12 岁及以下的儿童对

具有“更多故事情节”的表演最感兴趣；

19~30 岁的中青年人，以及 50 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对具有“更多科学实验”的表演更加偏

好；在 31~50 岁的人群中，具有“更多歌舞

元素”的表演形式受欢迎程度较低；在 50 岁

以上年龄的受访者中，观众互动是其主要的

兴趣点之一；从图 6 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

受访者对具有“更多故事情节”的科普剧的

偏好程度大体下降，对具有“更多科学实

验”、“更多观众互动”的科普剧的偏好程度

大体呈上升趋势。

（3） 科普剧的现存问题

在 357 名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对于

12 岁及以下儿童、13~18 岁青少年、19~30 岁

的中青年人来说，“传道式灌输”是他们选择

频率最高的问题。相比之下，在所有现存问题

中，各年龄段受访者对“演员演技差”、“道

具简陋”等问题的选择频率都相对较低。在

12 岁及以下的受访群体中，“知识过于简

单”、“观众互动少”等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

选择频率。对 13~18 岁中学生而言，“知识讲

述不清”、“剧情幼稚”是现有科普剧的主要

问题之一。31~50 岁、50 岁以上的受访群体对

于“观众互动少”有较高的选择频率。这显示

了部分科普剧并没有将科普模式本身的互动

性和参与性优势发挥出来。此外，一部分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选择了“其他”，并标注无

问题。见图 7。

2.2.2 不同职业人群对科普剧的认知

（1） 观看科普剧的目的

在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学习知

识”是在校学生、社会从业人员、非在职人员

观剧的最主要目的。对于在校学生来说，

“消遣娱乐”也是他们观看科普剧的主要初

衷。对于社会从业人员和非在职人员而言，

图 5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科学知识的偏好

图 6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表演形式的偏好

图 7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科普剧的现存问题的认识

图 8 不同职业人群观看科普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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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看”科普剧是他们的主要观剧目的之

一。与另外两类人群相比，社会从业人员观剧

时“消遣娱乐”的目的性相对较低，但仍不可

忽视。见图 8。

（2）了解科普剧相关信息的渠道

在观看过科普剧的人群中，“电视”是

各类受访者共同的了解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

而“传单”和以短信为代表的“电信平台”

并不是受访者获取信息的常用渠道。“网络”

等新媒体是在校学生和社会从业人员了解科

普剧信息的主要媒介之一。“广播”、“报

刊”等传统媒体是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非

在职人员了解科普剧信息的主要媒体。相比

之下，“海报及展板”、“朋友介绍”等信息

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传播效应，但并不突出。

见图 9。

3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 500 名受访者对于现有自然

科学类科普剧的接受程度 （认知和观看感想）。

受调查人群年龄跨度较大，居住地域覆盖面较

广，职业背景和文化程度多种多样。调查结果

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人群从未观看过科

普剧。科普剧的普及程度尚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科普剧的适合人

群并不只限于幼儿和青少年，对于中年及老年

的群体也具有适用性。在科普剧的内容和表演

形式方面，现象型、描述型的知识总体上比抽

象型、理论型的知识更受欢迎；具有更多科学

实验和故事情节的科普剧总体上更受青睐。在

观看过科普剧的受访者中，有大约七成的人群

对现有科普剧表示满意，有部分游客认为现有

科普剧的效果一般。科普剧的科普效果受到了

大多数受众的认可，其未来的发展与完善值得

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科学知识的偏好随

着年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年龄增长，现

象型知识的受欢迎程度呈下降趋势，理论型知

识的受欢迎程度呈上升趋势，这与不同年龄段

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紧密相关。不同年龄受

众对表演形式的喜爱程度也存在差异。具有更

多故事情节的科普剧更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

年龄增长偏好程度有下降趋势。具有更多科学

实验、观众互动的表演形式，随着受众年龄的

增长，其偏好程度大体上升。究其原因，科学

实验和观众互动需要观剧者投入较多的注意

力，具备较高的观察、理解能力，对剧中讲述

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具有参与演

绎的勇气和兴趣。这些因素随着年龄增加会大

体呈现上升趋势。在科普剧现存问题方面，需

引起关注的是，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群体中，

同样有部分受访者提出了知识过于简单、剧情

幼稚的问题。这与科普剧创作者对中小学生的

校内学习内容、心理成熟水平了解不足是相关

的。知识讲述不清也是学生群体，特别是中学

生群体对于科普剧提出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

的产生，主要与科普内容重复，科研语言向科

普语言的转化率低，科普剧创作者缺乏对青少

年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的了解，语言表达能力

有限，演员的演技不足有一定关系。

此外，本研究发现，观看过科普剧的大部

分受访者认为，学习知识是他们观看剧目的主

要目的之一。在校学生和非从业人员对消遣娱

乐也提出了较高的需求。这对如何通俗有趣、

有针对性、有科学性地传播科学知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社会从业者和非在职人员观看科普

剧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陪孩子看。这暴露了现

有科普剧年龄取向低，受众范围窄，缺乏适合

中青年人、中老年人观看的剧目的问题。在科

普剧信息的传播渠道方面，不同职业的受访者

有各自常用的信息媒介。考虑到世代更替及科

技普及的影响，网络等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科

图 9 不同职业人群了解科普剧相关信息的渠道

自然科学类科普剧受众接受程度调查分析 掖掖掖 张 楠 宋 苑 胡冀宁 /实践新知 阴

073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研究

普受众主要的了解科普剧信息的渠道。其原因

不仅在于网络为更多的年轻人所熟悉、接受，

还在于网络具备宣传持续时间长、再传播方

式简单等优势。

我国的科普剧发展，其目的在于培养更多

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公民。本研究在调查了科

普受众对科普剧的接受程度之后，揭示了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人群的认知差异，为科普剧的

创作、研究工作提供了事实依据，对科普剧今

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示。

首先，科普剧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采用的

表演形式，应紧密围绕目标受众的偏好和需

求。在科普剧创作之初，创作者应先确定科普

剧的受众群体，即解决“科普剧演给谁看”的

问题。此后，应深入地研究受众的知识储备、

心理状况和接受能力等特征，选取令其感兴趣

的科学知识，采用令其乐于接受的表演形式，

满足其观看科普剧的目的，提高受众对科学

知识的记忆和理解。科普剧并不只适用于儿童

和青少年群体。以其他年龄段人群为主要受众

的科普剧剧目有待开发。

其次，科普剧创作团队的能力需要不断加

强。策划和编剧应当扎实掌握剧中科普的科学

知识，坚决杜绝传播错误知识的现象。为了消

除知识讲述不清、用词晦涩、剧情幼稚等问

题，创作者应坚持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加强

思维的逻辑性，尝试运用新颖、形象的表现方

式，将科学知识巧妙地融入剧情之中，提高科

研资源科普化的程度，增强剧目的互动性和观

众的参与度。雇佣专业的编剧和演员或科普工

作者参加专业的话剧创作培训、舞台表演培训

是改善舞台效果、提高演员演技的有效方式。

在创作和演绎中，应根据科普剧现存的主要

问题时常进行自查。

再次，开展科普剧相关信息的推广，应

根据目标受众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渠道。

对于年龄、职业状况不同的受众群体，应设

计并采用不同的宣传策略。积极尝试新生的

媒体手段，搭建并维护好更多种类的信息平

台，加强科普剧相关信息的传播效果，吸引

更多的社会群众了解、体验科普剧这种新型

的科普方式。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的今天，国家与民族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公民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自

然科学类科普剧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普模式，被

广大的科普受众所认可和接受，肩负着普及科

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宣扬科学精神的重要

任务。它的知识承载力强，表演形式丰富，不

但可以启蒙科学、激发兴趣、传播思想，还为

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科学最新发展、突破先有

认识误区的窗户。我国科普剧科普效果的进一

步提高，需要全国科普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积

极交流，取长补短，同时也需要吸取国外的先

进经验。自然科学类科普剧的蓬勃发展，自然

科学知识、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将为构建社会

主义文明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尽一份

自身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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