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科学日”是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大型公

益科普活动，活动期间科学院大部分院所面向

全体市民开放，公众可以直接走进科研院所，

了解和亲身感受科学研究的现状和成果，了解

科学与公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公众科学日”

活动采取了各种科普的手段介绍和展示科研成

果并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如知名学者的讲座、

科普小电影，甚至公众可以直接走进实验室观

看或动手操作某些实验，等等。其中科普展板

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在“公众科

学日”中以相当的数量和规模出现在各个院所

的展厅。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阶段科普展板的制

作质量参差不齐，这就造成了展板在活动期间无

法充分发挥其特色。视觉因素是影响传播效果的

重要原因之一，视觉效果好的展板无疑会更吸引

公众的目光，给公众创造良好的视觉阅读环境，

更有利于科普内容的传播，反之则会造成公众的

阅读障碍。本文对中科院“公众科学日”科普展

板视觉效果进行分析，也对今后的科普资源建设

进行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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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普展板是科普活动中最常用的展示手段，而科普展板的视觉效果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中国

科学院“公众科学日”中所展示的科普展板为样本，分析了科普展板视觉效果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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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普展板总体情况
在科学院“天地生科学园区”内，参加

“公众科学日”开放活动的研究所一共有 7 所，

分别是地理所、动物所、遥感所、遗传所、微

生物所、心理所及生物物理所。除心理所之外，

其他各所均运用了展板作为展示手段。活动期

间，天地生科学园区共展出展板 358 块，其中

地理所 49 块、动物所 34 块、遥感所 91 块、

遗传所 100 块、微生物所 32 块、生物物理所 52

块。

展板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院所介绍、主

要科研及管理人员介绍、科学知识普及 3 大类。

其中，院所介绍、主要科研及管理人员介绍的

展板共 54 块，包括遥感所 6 块，遗传所 48 块，

这一类型的展板基本属于常设展板。由统计数

据可以看出“公众科学日”中以科学知识为内

容的展板占绝大多数。

2展板评估
2.1颜色

色彩使展板的表现力更丰富，是版面情感

的渲染，它可以作用于人的心理和情绪，优化

展品的视觉效果。展板中的主色调是整块展板

的气质所在和情绪表现，显示出展板的感情和

对展板所展示内容的认识。主色调是视觉中最

先被参观者捕捉到的信息，其设计的好坏直接

关系到能否吸引并打动参观者，是整个展板设

计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图 1 中列出了活动中

所展示的 358 块展板主色调的分布，由图可以

看出 58%的展板都使用了同一种颜色———蓝色

作为主色调。

设计中对蓝色的喜爱不光显示在展板的版

面视觉中，在网页设计、报纸版面设计等领域

都可以看到蓝色是使用较多的颜色。在色彩心

理学中和传统意象里，蓝色代表朴素与智慧，

中国一向把蓝色视为典雅庄重的颜色，青花、

蜡染、蓝印花布是独具民族神韵的蓝色文化系

列[1] 。蓝色是最中庸、最平静、最理智的颜色，

这样的色彩符合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因此在

中国被广泛使用。

可是，几乎一半的版面都用同一种颜色作

为主色调会给观众一种千人一面的感觉，没

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众多的展板中无法

吸引参观者的目光，更无法感染参观者。展

板的艺术性因此会大打折扣，传播的效果也

会受到影响。这就好比在全国上下一片蓝的时

代，个人的气质特点无法借助符合自己审美特

点的颜色来表现，那么个人识别性就会受到一

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的人们对个性的美感

刚刚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在服装和日常生活中都

追求流行色，于是出现某个季节人们的服装式样

或颜色完全相同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对审美有了进一步的

要求，在设计中趋向于小批量、个性化和细加

工，人们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服装式样和颜

色，色彩成为彰显自己个性的手法之一。而在平

面设计中，特别是在科普展板的设计中，色彩的

运用还处在对流行色的追求阶段，还落后于当前

的设计理念和人们的审美需求。

图 1 展板主色调分布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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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多而杂是活动日科普展板的另一个特

点。在多数展板中都可以看到 4~5 种颜色，而

且色彩的亮度和浓度都几近饱和，营造出的是

熙熙攘攘的喧闹感。展板的主色、辅色和背景

色之间的色彩层次不明显，如果把展板比作一

首乐曲，那么这样的展板基本全部在高声位，

韵律和节奏更是无从谈起。这样高亮度、饱和

度的视觉环境很容易导致参观者审美疲劳和视

觉疲惫，从而影响信息的传播。很多设计者认

为只有浓艳的颜色才能起到吸引观众眼球的作

用，其实典雅的色彩才能长时间留住公众的视

线，更何况展板的颜色应该是优美的和弦而不

是高声部的噪音。

2.2文字尧 图片及图文关系

2.2.1文字的数量

观众在每块展板前停留的时间有限，因此

展板应该用最简短的文字说明想传达给参观者

的信息内容。一般情况下，每块展板的文字数

应控制在 300 字以下。在活动所展示的 358 块

展板中，文字量在 300 字以下的展版和 300～

500 字的展板分别为 44%和 26%，而文字量在

1 000 字以上的仅占 3% （见图 2）。由这些数据

可以看出，在“公众科学日”所展示的展板文

字量比较符合参观者的阅读需求。

图 2 展板字数饼状图

从各所展板字数统计表可以看出，文字量

在 1 000 字以上的 10 块展板中，遗传所 7 块、

遥感所 3 块。 而这 10 块展板中的 9 块内容为院

所或人物介绍，涉及知识传播类的展板只有 1

块。以院所或人物介绍为主的展板，内容设计

者总是想尽可能多地介绍院所的详细情况，特

别是取得的各种成果和荣誉，人物的介绍也是

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人物的生平和功勋成果，从

而导致这类展板的文字量过多。

2.2.2展板中的专业术语量

文本的易读性是评价文本信息传播效果的

要素之一。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科普文本不

可避免要涉及专业名词，专业名词在文章中

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文本含有丰富的信息，

另一方面则对读者的相关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极少接

触的术语，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法进行术

语解码，那么这些术语将成为信息传播的符号

障碍。

此外，过多的术语也会影响文本信息传播

詹 琰 野公众科学日冶 科普展板视觉效果分析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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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4卷 总第渊021冤 期2009 年8月

的效度，文本在语言表达上显得刻板而晦涩，

难以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其结果是，即使

是面对十分吸引人的主题内容，读者也会望

文生“畏”，选择囫囵吞枣的浏览而非编者所

期望的仔细阅读。“公众科学日”活动是面

向全体公众开放并传播科学知识，参观者不乏

中小学生和普通市民，如果展板内容中专业术

语量过大，文本信息的到达率和传播效果都将

大打折扣[2]。

专业术语统计表中 （见表 2） 列出了 5 个所

展板中的专业术语量。遥感所调研人员因相机

设备问题，照片分辨率不高，无法精确统计专

业术语量，故不列在表中。从表中的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在总数为 267 块的展板中有专业术

语 274 个，平均每块展板 1.03 个。

专业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很少涉及科普展板

的内容设计领域，各院所的展板或是在科学家

本人的指导下完成，或在科学家的专业论文的

理论指导下完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传

播中心 2006 级研究生王姝在自己的毕业论文

《中国科学家对科学传播活动参与度与理解度调

查》 中的调查有这样的记录：“科普开放日是

我国目前每年都会进行的一项科普活动，在所

调查的 21 位科学家中，有 14 人曾参与过科普

开放日的活动，包括展板的制作。” [3]19

科学家习惯于各自学科领域中的专业语

境，而且大都认为专业术语越多越能显示自

己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而科学家对于公众的

科普需求则感觉并不乐观，在王姝访谈的 21

名科学家中，只有 2 人认为公众对科学有兴

趣[3]27 。因此科学家在设计展板内容时，并没

有过多地从科普的角度出发，从公众对科学

的理解出发。

关于专业术语的问题，《科技日报》 记者尹

传红有这样的观点：使文章通俗化，就是要尽

量用大众化的语言，去描述科学的、艰深的或

专业性强的事物，如对比较专门的、不为一般

人所了解的科学技术问题、原理等，能用通俗

的语言、恰当的修辞手法、巧妙的谋篇布局等

表达出来；对专业术语，能够“跳”出科学家

惯常使用的语言思维，用大众化的语言“翻译”

出来；此外，文章架构应逻辑清楚，叙述语言

要简捷流畅，遣词造句要准确精当；总之，就

是要生动活泼，不板起面孔说教[4]。虽然这是他

对于科技新闻报道的体会，但是同样适用于科

普展板。

2.2.3图片数量尧 图文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

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

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变成“图像化生存”[5]。在

平面设计界逐渐形成了大图片、大标题、短文

章的趋势。展板作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部分同

样受到这种设计思想的影响。从文字数量的分

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活动日期间展出的展板文

字量适中，表明图片在展板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在科普展板中很多难以理解的科学问题只有借

助于图片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解释，因此图片在

科普展板中的作用尤显重要。

但是，活动中展板的图片使用都具有图片

小而多的现象，每张展板的图片少则三四幅，

多则七八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种原因：有

的展板需要这些图片才能说明问题；有些展板

的设计者认为图片越多越漂亮；有的展板需要

图片来填补空白。第一种情况中，图片与图片

之间的关系在视觉中变得更为重要，主辅要清

楚、取舍要得当。 图 3 展示的展板，8 幅图片

基本同样重要，观众一瞥之下，各种图片争先

恐后地进入视觉，使视线无所适从，没有设计

中的视线流动。

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图片对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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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作用就会减弱，比如图 4 中，讲到节能减

排要少购买新衣，图片很直白地展示出两件衣

服；讲到手洗衣服又展示手洗衣服的图片。图

片是对文字的直译，解释的作用很少，美化及

艺术性也不高。这种对内容和视觉没有意义的

图片，称为噪音，应尽量少用。

2.2.4图表

图表和图片一样，也起到对文字的解释和

证明作用。但图表和图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图片简单明了，一目了然；图表的信息量更大，

解码更加困难，需要耐心地理解和阅读，而读

者阅读展板的时间耐性是有限的，因此复杂的

图表在展板中应尽量少用。在活动日当中展出

的 358 块展板中，有 54 幅信息含量较高的图

表，其中遥感所 23 幅、遗传所 17 幅、生物物

理所 2 幅、微生物所 2 幅、地理所 14 幅。这些

图表都需要参观者花费时间去仔细阅读与理解，

设计者对于科学共同体内的知识交流与科学传

播之间的差异明显不了解。

3 展板设计的艺术性
3.1展板造型的艺术性

由于各所用于制作科普展板的资金有限，

展板的重复使用率高，这就对展板的便捷性与

易收纳性要求较高。制作一套展板，需适应不

同的场合展览，而且要便于挪动，在展览之后

还要便于储藏。于是，展示中所使用的展板普

遍采用单板的形式，展板本身都不具有背景支

撑或支架。

但也有一些展板在造型方面有较高的艺术

性。比如，地理所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知

识”系列展板采用了背景色作为烘托，展板整

体效果较好；微生物所的真菌科普馆中的展板

造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独特性，特别是科普

馆入口处的两套展板，按组装订成页面的形式，

参观者可以在翻动的过程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阅读 （图 6）。

3.2版面构成

版面构成离不开艺术表现，美的形式原理

是规范形式美感的基本法则，它是通过重复与

交错、节奏与韵律、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

比例与适度、变异与秩序、虚实与留白等形式

美构成法则来规划版面，把抽象美的观点及涵

养诉诸于观者，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

果的，既对立又统一地共存于一个版面之中[6]。

活动日展板的版面构成形式较为单一，在

358 块展板中，大多数展板都采用了上下或左右

构成，文字图片排列较为刻板、缺乏变化，版

面形式不够丰富多彩，在版面设计中对形式美

考虑得不够细致，例如图 7 为左右构图的展板，

但左半边展板视觉明显重于右半边。大多数展

板图片与图片之间比例关系不够明确，而色彩

饱和度接近，这样就无法产生明显的节奏感和

韵律美。展板中的对比也只能依靠图片与文字

之间的虚实对比。

纵观所有展板，几乎所有展板的版面构成

都给观众以满满当当的视觉感受。文字、图片、

颜色几乎充斥着所有的版面空间 （参见以上所

图 3 动物所展板 图 4 地理所展板 渊一冤 图 5 地理所展板 渊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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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微生物所展板

有图片），不给参观者的视觉留下可以喘息的空

间。没有留白的版面空间，就像塞得密密实实

的仓库，想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是一件

非常费力的事情。

4展板展示的效果
4.1观众停留时间

在此次活动中，生物物理所、遗传所、地

理所、微生物所组织志愿者对展板内容进行了

讲解，因此在这些所的参观中，观众的停留时

间由讲解员的讲解时间决定；而零散参观的观

众在展板前停留的时间不多。

4.2观众关注度

观众对各所展板的关注度及关注原因调查

情况如下。

微生物所：真菌科普馆中的“真菌多样性

展板”受关注最高。此组展板以图片为主，并

且文字内容简单，没有术语。第一，展板形状

不拘泥于常见展板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设计

了一个与展出内容相关的性状———以蘑菇的轮

廓为展板的形状。第二，展板需要观众动手观

看，增强了互动性，提高了观众的兴趣。第三，

展板内容选题有吸引力，有趣的共生、被当作

不明生物的真菌、真菌的大与小、显微镜下的

真菌，这四个选题均涉及到一般观众稍有一些

了解但又不完全掌握的领域，满足了一般观众

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第四，选取图片与文字

内容紧密结合，而且，图片性状有方形、圆形、

六边形等各种性状，也增加了展板的趣味性。

第五，该组展板是观众进入真菌馆看到的第一

组展板，观众的新鲜感使这组展板广受欢迎。

遥感所：以上午 10：30 前几批参观者为例，

10：07 约 50 人进入遥感所，10：10 观看多媒体

宣传电影，因片子较短，组织者重复播放两次，

10：14 结束离开，未关注展板；10：18 第二批进

入自由浏览展板，北航附中有两名家长带小孩

夹杂其中。参观者停留频率较高

的为进门大厅的中国地图 （或许

因为这是参观者最能看懂的展

板），部分中学生在此合影留念，

其他知识性展板仅个别学生走马

观花浏览了走廊口若干幅，无显著

停留，10：23 离开。

遗传所：观众的关注度受引导

员影响，本身没有足够的决定权。

常设展板，内容非常晦涩，而

且当时光线较暗，组织者又不停催促，观众没

有关注展板。

临时展板“转基因科普”，由于空间狭小，

相当一部分观众没有机会观看展板，受引导员

的影响，观众无法主动选择。

临时展板“动物和人”，观众进入展览区

后，很快就被吸引到互动区去，亲自通过显微

镜观察各种标本，对展板的关注度较低。

生物物理所：在整个观察过程中，发现“ 20

世纪生命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与重要人物”

系列展板中无关注度较高的展板。“科普知识”

系列展板中，“视网膜的奥秘”、“眼球和视网

膜的结构”、“禽流感与高致病性禽流感———飞

来横祸？”、“狂犬病”，这 4 个展板的关注度较

高，参观者在这四个展板前停留时间最长，可

达 5～7 分钟，并且会有讨论。

“视网膜的奥秘”、“眼球和视网膜的结构”

展板配合有一个互动展台，通过触摸一个眼球

结构模型，了解相关知识。停留时间较长的参

观者均是在关注到互动展台，并且参与互动活

动后，对这两块展板产生了兴趣，主动去阅读

展板上的文字，甚至主动要求互动展台的志愿

者为其讲解展板上的知识，并且与志愿者讨论。

“禽流感与高致病性禽流感———飞来横

祸？”、“狂犬病”的关注程度略小于”视网膜

的奥秘”和“眼球和视网膜的结构”。由于这两

块展板在位置上紧邻着“视网膜的奥秘”和

“眼球和视网膜的结构”两块展板，因此多数参

图 7 遥感所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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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在看完前两块之后，便注意到后两块展板。

同时，由于“禽流感”与“狂犬病”与日常生

活相关，与人们的健康问题相关，因此吸引了

多数参观者的关注。

动物所：参观者多是关注图片、颜色表层

的东西以及其感兴趣的动物介绍，对深层的内

容关注不深。例如动物濒危程度区分及其代表

动物、人为破坏因素的分类和代表行为。

在展板展示的 8 个主题中，只有前两个主

题人流聚集较多，主要集中于前 13 块展板。而

这两个主题就是简单的知识性介绍，其吸引之

处，就是在于多种多样的动物展示图片。

地理所：经过观察发现，在“节能减排”

展区，观众停留的时间较长，因为展板内容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并且展板设计得比较生

动科学。在地理所东大厅都有和展板相关的互

动展品，“节能减排”区域，有节能减排计算

器；“全球变化”展区有显微镜观察树木年轮，

吸引较多的观众停留观看并参与互动。观众关

注度比较高的展板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展区。展

板设计生动、科学、趣味性高，并且现场有互

动设施。

由此可以看出观众感兴趣的展板具有以下

一些特征。

首先是展板内容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比如真菌、眼球结构、节能减排等，但人们对

这些知识又似懂非懂，有主动了解的积极性。

第二，专业术语较少的、人们能看得懂的

展板。这样的展板给参观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了

解知识的平台，而不是高高再上无法触及的晦

涩学术文章。

第三，图片比例大的展板。这些展板阅读

起来一目了然、清晰明了，容易引起观众的兴

趣。

第四，有互动的展板。互动是自主选择和

双向选择，观众更容易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进行阅读。互动也增加了科普过程中的趣味性，

给枯燥的科学内容增加了很多乐趣。

第五，艺术性高的展板。这些展板可以在

第一时间吸引观众的视线，创造舒适的视觉环

境，从而激发观众阅读的兴趣。

除此之外，漫画和卡通画也是受观众欢迎

的风格形式。 《中国科普报告 2007》 中 《科普

画廊》 一文，对受欢迎风格形式进行了调查和

统计，结果“以漫画卡通为主的风格最受欢迎，

相反，以写实为主的风格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

这说明，视觉效果是科普挂图吸引人的关键。” [7]

5 结论及建议
5.1 对 野公众科学日冶 中展出的各所展板的总体

印象

5.1.1 科学家与专业术语

展板内容设计，或多或少有科学家的参与，

而科学家受各种各样条件的影响，对科学传播

的认识还不充分，对阅读展板的对象的了解程

度也不高，这就造成科学家与观众的对话障碍，

直接表现在展板上就是专业术语和专业图片过

多造成的阅读困难，展板约等于学术论文。

5.1.2 版面的单一性

参加活动的展板总数为 358 块，但展板的

视觉设计较为单一：单一的构图方式、单一的

主色调、单一的色彩饱和度。观众的视觉感受

不够丰富。“千人一面”，每块展板在艺术形式

上差别不大，展板的特性个性展现不够。

5.1.3 版面拥挤而无留白

在活动中可以发现，拥挤的不仅是展板与

展板之间，版面上各种要素之间也非常热闹，

小而多的图片、杂而浓的颜色密密麻麻挤在版

面上，没有留给观众视线喘息的空间。

5.1.4 版面的视觉流程

版面各要素间的主次、大小区分不大，这

就造成视觉流程不清晰的情况，长时间阅读容

易产生疲劳。

5.1.5 重内容轻形式

从展板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展板都注重科

学内容的知识性、准确性，但对展板的形式重

视不够，这就造成了展板形式的单一。科普展

板是内容与形式、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的展示

形式，缺一而不可，因此只重视展板的内容而

轻视展板的形式就无法在视觉形式上引起观众

的注意、吸引观众的目光、为观众创造良好的

阅读视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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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升华。可见，有效的科学记录是体现有

效科学教育的一个方面。因此，让我们重视科

学记录，利用各种策略让科学课记录更有效，

从而促进学生对科学现象的理解，促进学生科

学思维的发展，使学生具备更高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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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普展板的制作水平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需要各方面积极努力。

5.2建议

5.2.1首先是提高各所领导对展板的认识

在展示方法不断出新的今天，特别是多媒体

的出现对传统展览的形式形成很大冲击，新、奇

的展示方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展板在

展览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甚至越来越无足轻

重。但展板的独特性是其他展示方式所不具有

的，如制作简单、成本低廉、可长期展示、对设

备和场地的要求较低、受众广，等等。我们可以

发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各种展览中，展板还在

积极地发挥着作用，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美，越来

越吸引观众的目光。那么，在我们的科普展中，

展板更应该被大家所重视，依靠展板的特点充分

发挥展板的作用。

5.2.2加大专业人员的培训

从活动中的展板情况可以看出，专业人才的

缺失是展板制作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提高展板

的制作质量。

5.2.3增加评估环节

评估的目的并不是批评，而是发现问题，从

而促进展板制作的水平。

5.2.4增加资金支持

资金的投入是展板质量提高的又一重要因

素。在所有的展示形式中，展板制作的费用较

低，因此是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展示方式。

科普展板的内容与形式设计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展板整体水平的提升需要各方面力量

的参与。

（本报告在数据调查整理方面，得到中科院研究

生院科技传播中心 08 级全体研究生的帮助，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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