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1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2008 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1 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08 年2月5 总第渊010冤 期2007年10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4 总第渊009冤期2007年8月1 第 4卷 总第渊018冤 期2009 年2月

科普片的创作与受众认知规律的和谐性研究

要要要以 叶数字化农业曳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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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受众认知规律及声像作品传播效果的层级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科普片 《数字化农业》 的创作，得出以

下结论，即音像制品创作与受众认知结构有密切关系，科普音像制品的传播效果好坏与受众的认知结构与规律是否和谐

有直接关系，即在信息作用于受众的心理层面，受众的关注程度或知晓程度 （选择注意） 是受众对作品理解程度 （选择

理解） 的基础；受众的理解度 （选择理解） 是其赞同度与信奉度 （选择记忆） 的阶梯；赞同度与信奉度 （选择记忆） 是

接受信息的结果。在创作科普音像作品的过程中，应重视选题调研工作、纯净创作目的、注意内容定位和科学内涵、重

视受众的认知规律与叙事技巧，努力做到作品价值观的渗透与受众心灵的和谐交互，从而达到启迪公众热爱科学、理解

科学、掌握科学技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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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Science Film and Receivers’Cognitive Laws
———Taking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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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hierarchy of receivers’cognitive laws and the communicating effect of video and

acoustic works, based on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e which is a science film, this article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The

creation of video and acoustic wor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ceivers’cognitive structure, the communicat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video

and acoustic work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armony of receivers’cognitive structure and laws. It means that receivers’psychology, care

degree or the awareness （selective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is the base of receivers’understanding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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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片传播的目的是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掌握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提高人们的生

存能力和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什

么样的科普作品具有吸引力和长久的影响力，

为什么总是听到有人抱怨说，没有好的科普节

目，我国的科普片不好看、不吸引人，而制作

单位又在抱怨没有人看。一些受众收视调查结

果也显示：科学技术类电视节目在传播专业技

术知识方面乏力[1]。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道之一的影视媒体，如何充分发挥科普音像制

品应有的作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乃是科

普音像制品创作人员亟待思索与探讨的问题。

为此，本文将以获得全国农业影视科普类金奖

的作品 《数字化农业》 为例，谈谈科普音像制

品的创作与受众认知规律的和谐性。

1传播心理学与受众认知规律分析
1.1 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特点与传播效果的层

级性

众所周知，传播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原理

去解释人类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规律

的科学[2]。可见，信息传播的作用点主要在受传

者的心理系统。

普通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包括认识

过程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感

过程 （喜、怒、哀、乐等） 和意志过程 （目的

的确定、困难的克服等）；另一方面是个性，包

括个性心理倾向 （动机、需要、信念、理想、世

界观） 和个性心理特征 （能力、气质、性格）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接受信息的过程也是

人们通过感官、知觉、思维、情感、意志对客

观事物认知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信息对心理系统的作用有深

浅之分，因而传播效果及衡量它的尺度和指

标就显示出层级来，即浅层 （感觉知觉———

关注度、知晓度）、中层 （思维、情感———理

解度）、深层 （意志、个性———支持度、信奉

度） [4]。由于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不同，即

人的动机、需要、信念、经历、背景、经验、

性格不同，信息作用于心理的深浅程度也不

同。因而，衡量、检测受众接受信息的传播效

果的指标和尺度也有所不同。林之达等认为衡

量、检测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感知程度的主要

指标是关注度、知晓度、理解度、赞同度和信

奉度。

笔者比较赞同此观点，并认为关注度、知

晓度是理解度的基础，理解度是赞同度和信奉

度的阶梯，赞同度和信奉度是受众接受信息的

结果。只有受众对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关注了、

知晓了，才可能或希望去理解它；对信息内容

理解和掌握得越深，才有可能赞同它和信奉它，

进而采纳它接受它。

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

意见》 中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普及科学

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是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培

养一代新人的必要措施[5]。 科普音像制品 （科普

片） 乃是以受众乐于接受的影视表现形式和手

法描述人类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将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精神融入作品中，

并通过影视媒介进行科学技术普及以达到教育

目的的音像制品。为此，要使受众在不知不觉

中接受科学思想、知识、方法和精神，了解受

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特点、认知规律、传播效果

的指标等是非常重要的。

The receivers’understanding (selective perception) is the step of their acceptance and belief (Selective Retention), their acceptance and

belief (Selective Retention) is the result of information accepting.Dur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scientific video and acoustic works, we

should concern about the subject-researches, clean the creation goal, take a look at the content location and scientific intension, care

more about the receivers’cognitive law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effort to make the harmonious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ks’

value and receivers’soul, thus to edify people to love science, understand science, master scientific technology, improve people’s

scientific literacy.

Key words：scientific video and acoustic works; creation; receiver; cognitive laws;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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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众的认知结构与规律

使受众接受传者所传播的信息，最重要的

是先让受众关注它、知晓它，而关注它与知晓

它的关键是需要对受众认知结构与规律有一个

清楚的认识。

认知是指大脑神经活动的意识层面，而这

种意识层面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决定着人们

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因此，我们将能够决定人

们对客观事物反映的这种结构称为认知结构[6]。

也就是说人的大脑在收集、整理、加工信息的

过程中，认知结构起着指导作用。

研究者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有先天认知结

构和后天认知结构。先天的认知结构是“先天”

存在的，它构成了认知发生的基础或起点。它

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长期演化的结果，

但由于个体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先天认知结构

是有区别的。

后天认知结构，是在先天认知结构的基础

上，经过个人经验的累积和不断学习而形成的。

也就是说人的认知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后

天的认识结构。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认知是有选择性的。

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信息的繁杂和泛滥，

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才会引起注意，所以

在心理学，一般将选择性分为选择性注意、选

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也就是说，一般人们

对能够满足其某种需要的信息才会选择性注意，

在选择性注意的基础上，才会进行选择性理解，

进而在选择性理解的基础上再选择性记忆。这

也是受众认知和看听的规律。

根据受众认知和看听的规律进行内容议程

设置和艺术创作，才有可能更好地将科学知识

和技能送到广大受众的心里，这是搞好科普创

作的重要一环。

2 科普片的创作与认知规律的应用
2.1 净化创作目的与作品的选题

一部优秀的科普音像作品应是对社会、对

人类具有长久的影响力的作品。其内容除了应

具备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知识性、趣味

性及思想性等特点外，还应拥有一个纯正的、

净化的创作目的。

在科普音像作品创作中，创作者更多关心

的问题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先进影视技术来

抓住人们的眼球，用什么技艺描述一个抽象的

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而较少地关注为谁而创

作、哪些群体是我们的受众、他们为什么要听

看我们的作品、我的作品能否给受众带来帮助、

受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什么等等。而正是这

些问题才是创作者应持有的创作目的，这也契

合了受众的个性心理倾向 （动机、需要、信念、

理想、世界观），成为受众选择性注意和关注作

品的缘由。为此，以真诚纯正、利他的动机去

创作作品，选择能满足受众需要的主题，以受

众为中心，明白为什么创作、为谁创作，才有

可能把受众导入我们的作品，进而使受众接受

我们传播的知识和理念。虽然这是以精英主义

的视角进行科普创作的，但在公民素养普遍不

高的情况下，创作者如能始终将受众 （受传者）

放在主体地位进行创作，也是符合人文精神的。

动机纯净、主题新颖的作品，运用种种方

法均可打动人心、流芳久远；而动机不纯、主

题不明的作品，运用再绚丽的手法也难以感人

至深。

作品 《数字化农业》 是 2001 年创作的一部

介绍数字化农业科学知识、技术方法和现代农

业管理思想的科学普及音像制品。创作之初，

我国刚进入 21 世纪，正当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型时期，以往凭个人经验进行农业生产的传

统诊断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需要。

我国传统农业如何发扬长处摒弃短处？现代农

业和数字化农业的知识体系是什么？现代数字

农业的发展前景怎么样？我国传统农业如何尽

快与国际农业接轨？如何用现代化和数字化的

科学理念管理农业生产？这些具有科学性与前

瞻性的观念和技术知识体系急需向谁传达？哪

些群体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引导？找到这些

问题的答案应是作品成功的基础。

从访谈与调研得知，当时我国农产品“一

年脱销，二年滞销”、果农“一年种树，二年养

树，三年砍树”的现象屡屡发生，从国家的需

要来看，政府部门及农业科技人员、农业管理

人员急需了解世界农业的前沿问题即精确农业

与虚拟农业的知识内涵；从农民的需要来看，

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今年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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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什么新技术能够科学地管理和安排农业生

产，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

视，随着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对保护环境

意识的增强，农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协调好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的关系等。

将这些需求归纳为一句话，即不同受众群体最关

心的问题就是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地球问题和

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资源的“数字农业”的技术

知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对个问题的解

答不仅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求知欲望，还对

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便是我们确立 《数字化农业》 的选题与创作

的初衷。

2.2 作品的内容定位与科学内涵

如果说主题集中、立意新颖是作品成功的基

础，那么科普作品内容的选择是否恰当与科学内

涵的多少应是作品成功的一半。

在确定科普作品内容时，首先要考虑三个问

题。一是注重科学性，把握作品的科学性是科普

创作中首要的问题。为了增强作品 《数字化农

业》 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我们邀请了一批信息领

域的院士和专家参与创作，确定“数字化农业”

的概念及其技术知识体系的内涵，并请他们参与

拍摄，通俗地讲解定时、定量、定位的数字化管

理农业生产的益处和现代农业的前景，收到极好

效果。二是注重准确性，如何通过影视技术将数

字化农业的科学技术体系，直观形象地并且准确

地表达出来，是作品能否具有长久魅力的关键。

三是注重实用性，这也是吸引受众关注，逐渐从

选择性注意向选择性理解推进的关键环节。

其次，在进行作品内容定位时，应有意识地

依据受众的认知规律进行内容取舍，努力做到使

农业科技人员看了本作品后，能够得到启发，强

化数字化农业技术的研究；管理人员能认识到数

字农业的价值，加大对数字化农业研究和技术推

广的支持力度；大中专学生能加深对数字化农业

知识体系的了解，接受现代化和数字化的理念；

农民朋友能从中感受到数字化农业的美好画卷，

接受现代农业的理念，并愿意采纳与应用数字化

农业技术或其研究成果。

作品 《数字化农业》 在创作的过程中，根据

不同受众的认知结构和理解度将数字化农业的支

撑技术———遥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

系统等抽象的高新农业技术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方

法，全部运用实例进行说明，使不同类群受众对

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理念有全新的认识，即没有信

息的生产是盲目的生产、没有技术的生产是愚蠢

的生产、没有科学管理的生产是无序的生产，进

而培养公众学习科学的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思考

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2.3 受众的认知规律与叙事技巧

众所周知，叙事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叙

述什么故事和如何叙述故事。如果说科普作品的

表达是严格按照现实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展开

的，那么对内容的叙述则是按照艺术的逻辑展开

的，即如何按照讲述者的设计、意图，传达知识

与理念，形成“故事”的重点和意义。换句话

说，如何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进行装潢和修饰，使

其迅速轻松地走进受众的心里，熟知受众的认知

规律与掌握叙事技巧是重要的一环。

为此，首先应根据受众选择性注意、选择性

理解、选择性记忆的认知规律，以及传播效果的

层级性的特点，安排作品结构与叙事。即围绕受

众关注和关心的话题，逐层设置疑问和收视预

期，引起受众兴趣和关注，使受众能够在无意注

意中，进入选择注意的阶段，激起其求知欲望。

其次在创作手法上，按照原生态讲故事的法

则和比喻的手法，即以数字农业技术的命运、技

术的更新、新技术的威力为故事切入点，通过一

个个的实例及院士、专家生动形象地现场解读，

一步步导引受众去揭开数字化农业知识体系与新

技术的神秘面纱，使其无意识地进入选择理解阶

段，满足受众的期望，进而主动对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进行理解。

其三，在受众选择记忆阶段，根据不同受众

群体的需要，可运用影视技术和创作手法，强化

视觉效果，使一系列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点成为其

选择记忆点。如作品 《数字化农业》 熟练运用

光、色、动画、特技等影视手法，通过不断提出

新问题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引发受众求知

兴趣，再以形象比喻、对比、故事叙述、直解等

创作方法，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精确农业”和

“虚拟农业”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方法，以及

数字化农业的科学管理思想。让不同受众群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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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听个味道。

这里的原生态讲故事的法则的含义是通过具

体的实例，巧妙地透过专家有声有色的讲解，将

抽象的数字化农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按照知识体

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客观表达的一种读解方式。该

手法无丝毫合理的想象，无戏剧性的效果和矛盾

冲突，靠作品内容自身的价值和实用性感染观

众。科普片中的故事讲述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背

后的意义能否自然显露出来。

3 作品价值观的渗透与受众心灵的和谐

交互
什么样的科普片好看？什么样的科普片值得

回味？什么样的科普片对人乃至对社会具有长久

的影响力？笔者认为，仅仅传播知识和技术的科

普片可能一时能解燃眉之急，但不能改变人一生

的命运；只有深刻体现科学精神和价值观的科普

片，才能称得上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能将

作品的价值观渗透到受众心灵深处的作品，也是

能与受众心灵和谐交互的作品。

所谓作品的价值观是指创作者对作品主题的

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环境、科学与技术相

互关系的价值判断。作品 《数字化农业》 将涉及

的支撑数字农业的高新技术诸如遥感、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农业等农业技术

应用知识和方法详尽系统地展现出来，从表面上

看，似是一个个相对完整的技术和知识点，而事

实上，这些技术和知识是在传达一种观念或价值

观，即用科学武装我们的头脑，用现代化的定

时、定量、定位的数字化方式管理农业生产以求

更好地节约资源和利用资源。

如何将这一价值观，通过一个个与实际紧密

联系的知识体系深入浅出地折射与渗透出来，并

使受众产生心灵和谐交互，一直是创作者思索的

问题。笔者认为，除了运用影视艺术手法吸引观

众的眼球以外，还需根据作用于受众的心理特点

和受众看听认知规律控制受众的“观片”强度，

在短时间令其内心受到震动。

科普片 《数字化农业》 在每一个知识点和技

术要点处设置一个假设和期待，去吸引、影响、

操纵观众对作品的感受和判断，收到很好的效

果。如遥感，为什么具有“千里眼”的本领？在

战争中，GPS 全球定位系统曾经因为具有跟踪目

标、快速定位的功能，发挥过重要作用。1990

年，这项技术被民用后，在测绘、交通等许多领

域被迅速应用。那么在农业科学领域，它又能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如何用数字化的手段有效地

提供远程植保服务？等等，类似这样的疑问和悬

念，创作者均能较好地把握事实叙述的时间，让

受众轻松地走进知识关注阶段，进入理解和记忆

阶段，最后进入认同和信奉阶段，去领悟科学技

术、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魅力。

由于该片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科学内涵及

典型性、创新性和前瞻性，作品在 CCTV-7 播出

后深受欢迎，并由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面向全国

出版发行。内蒙古呼河浩特市武川县辛河村村民

赵金贵等说：“看完这部电视片后的感受，首先

转变了以前的落后思想，开阔了眼界，转变了思

路。”认为网上交易“为以后数字农业奠定了基

础。”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科技日报》

副总编王直华对该作品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科

普作品，最重要的要求是科学。该片由农业科学

领域的作者参与创编，有陈述彭、石元春、汪懋

华等院士和一批专家来解读数字农业，内容扎

实、可靠。数字化农业从技术本身来讲范围很

大，涉及科学、技术众多领域，要以两集的时间

讲清楚很不容易。该片采取精选内容的办法，集

中介绍精确农业、虚拟农业等技术应用，以及数

字农业管理思想，实现了‘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使农民能‘少而精’地接近现代化。在表现方式

上，该片用介绍案例、叙述故事的方式，使高新

技术变得亲切、生动；该片用设问、比喻、对比

等手法，使高新技术好学、易懂。案例故事是值

得重视的科普方式。”

该作品虽然于 2002 年 9 月荣获第八届“全

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科普类金奖，也得到了

广大受众的好评，但仔细追究该作品的创作过

程，仍然有许多遗憾之处，如有些技术知识的关

键环节，镜头表现得不够细腻；专业术语有些过

多等等。

以上所谈均是作品创作的一点不成熟的体

会，还希望诸位同仁能够提出更多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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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普资源状况调查结果公布

2008 年 12 月 30 日袁 上海市科协正式公布了上海科普资源状况调查结果袁 这也是上海市首次针对

科普资源的大规模 野盘家底冶遥 调查显示袁 上海的科普资源相对丰富袁 公众对科普活动也普遍感兴趣袁
但在传播内容的深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袁 有待提高遥

上海科普场地资源数量多尧 门类全尧 特色显著袁 现有 208 家科普场馆广泛分布于 19 个区县袁 且大

多是 2000 年以来开放的新场馆遥 其中袁 上海科技馆的 野热门冶 程度尤为突出遥 2007 年度参观人数达

357 万人次袁 平均每个开馆日有 1 万人次的参观量遥 除了科普场馆袁 电视尧 电影尧 报刊是市民最感兴趣

的三种科学传播途径袁 而且他们也愿意为了接受科学知识而 野掏钱包冶遥 42.8豫的受访者认为每年用于

科普的消费在 200 元以内是可以接受的袁 12.7豫的受访者认同的消费 野上限冶 在 500 元以内袁 有 3.5豫愿

意每年花费 500 元以上用于参加科普活动遥 但是袁 也有 41豫受访者不愿为接受科学知识花任何钱遥
在针对上海科普媒体资源调查中发现袁 无论是报刊尧 电视广播尧 图书还是互联网袁 传播的内容主

要侧重 野生活科技冶 和 野科技知识冶 题材遥 相比之下袁 野科学人文冶 和 野科学幻想冶 等题材袁 很少涉

及遥 原因之一袁 可能和受众的 野实用主义冶 倾向有关袁 大多数市民较为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健康尧 环境

等方面的知识袁 但不大关心科学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尧 科学的未来等较深层次问题袁 因此作为从受众需

求出发的科普媒体袁 自然也倾向于传播实用类科学知识袁 使得科普内容层次总体上处在 野入门级冶遥
上海明确提出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五大类重点人群袁 即未成年人尧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尧 农民尧 城

镇人口尧 社区居民遥 调查发现袁 不同人群在科普资源需求上既有共性也有特性遥 但目前全市大多数科普

场馆和媒体袁 内容还缺少针对性袁 属于 野老少皆宜冶 型袁 这也是科普内容局限于浅层次的原因之一遥
渊来源院 中国上海网站冤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音像制品创作与受

众认知结构有密切关系，科普音像制品的传播

效果好坏与受众的认知结构与规律是否和谐有

直接关系，即在信息作用于受众的心理层面时，

受众的关注程度或知晓程度 （选择注意） 是受

众对作品理解程度 （选择理解） 的基础；受众

的理解度 （选择理解） 是其赞同度与信奉度

（选择记忆） 的阶梯；赞同度与信奉度 （选择记

忆） 是接受信息的结果。

在创作科普音像作品的过程中，应重视选

题调研工作、纯净创作目的、注意内容定位和

科学内涵、重视受众的认知规律与叙事技巧，

努力做到作品价值观的渗透与受众心灵的和谐

交互，从而达到启迪公众热爱科学、理解科学、

掌握科学技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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