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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从而提出其与大众传媒的共性

及特性。并根据网络新媒体的共性和特性，分析了网络科普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索网络科普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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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传播学大师的施拉姆曾断言：人类

传播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总是从传播技术的一

次重要的新发展开始的。施拉姆又说，人类发

明了电视，但如何使用电视正考验着人类的智

慧。从这点延伸开来，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发

明了网络，但如何使用网络正考验着人类的智

慧。本文所说的网络只是作为新兴媒体的电子

信息网络中的因特网、电信网络。利用电子信

息网络的用途是为了科普，或曰科学传播，所

以，本文主要是从传播学角度对利用电子信息

网络进行科普所作的一点思考。

1 对网络新媒体的理解
近年来，人们习惯把电子信息网络称为新

媒体。何为新媒体？所谓新媒体的“新”，一

是集传统媒体的优势而又有新的发展，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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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里通过各种形式手段来发布你所需要发

布的东西；二是媒体门槛权限发生了革命性

的变化，只要有上网能力，任何个人都可以成

为媒体，任何信息都可能得到即时反馈。

按照董仁威主编的 《科普创作通论》 的解

释，网络是指由许多互相关联的分支组成的

网状结构系统。其中的信息网络，按其传输、

关联的形式，又可分为传统的信息、以纸型平

面图文为载体的书信报刊邮、图书网络等；现

代的以电信号为载体的广播电视、电信、因特

网等电子信息网络[1]。

从传播学的观点看，电子信息网络本身就

是用来传播的一种媒介，因为它已经具备沟通

和交流的媒介特征，所以也具有传统大众传媒

的许多共同特点，比如原创性、新闻性、引导

性、资料性，等等，承担和发挥着与传统大众

传媒同样的作用。但是，电子信息网络同时也

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

所谓特殊，首先是指电子信息网络是集众

多传统媒体优势为一体而形成的特殊性。以新

闻信息传播为例，电子信息和传统媒体信息最

大的不同是信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由于集多

媒体于一身，文字信息与声音、图像可以同时

聚焦，对同一条新闻可以是迅速的文字实时直

播，可以配以照片和声音，也可以视频直播，

如网上对体育比赛的实时报道就是一例，可

以文字实时转播，可以看视频，在每一个阶段

还有一条简讯发布，而且，操作更容易、成本

更低。当年陈凯歌投入巨资拍摄了电影 《无

极》，哪怕是几分钟的片花都是精心策划制作

的结果，影片播映不久，有人就在网上传播了

一段视频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而引发

了一个网络事件，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就是

因为网上信息传播便利，即使是视频信息传

播，制作成本低，技术也不复杂。

目前供网络上传播的视频，其技术含量远

低于电视台播放的要求，不需要广播级的设

备，只用一般的摄像设备就可以完成。同时在

拍摄上也不需要很高的要求，任何具备录像设

备的，包括小 DV 机、手机随时都可录制并传

到网上。利用这种成本低、制作方便的优势，

同时通过大量上传无版权的视频和盗版的影

片，网络上很快出现民间的视频网。不少传统

媒体也在下属新媒体中开出视频网站，如杭州

《都市快报》、 《上海科技报》 等都开辟了相应

网站让网民投稿。如今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仅

仅是文字可以满足的，所谓“无图无真相”的

呼声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在网络中有图像还有

视频，顺应和满足了受众的需求，这也是新媒

体兴盛的重要推力。

其次，所谓特殊是指网络诞生的使命，与

原设计的作用相背而形成的特殊发展。教材

《计算机网络》 指出，过去“由一台计算机来

处理整个组织中所有的计算需求，这种老式的

模型已经被新的模型所取代，在新的模型下，

由大量独立的，但相互连接起来的计算机来共

同完成计算任务。这些系统称为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2]。国际互联网发轫于美

国五角大楼，最先应用于军事目的，而大众互

联网产生的标志，则应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商业应用开始，至今不超过 20 年历史。中国

于 1994 年 4 月开通 Internet 国际专线，被国际

上正式承认为有 Internet 的国家。虽然原先设

计的网络目标基本实现，并在大部分领域发挥

着正常的作用，但其发展模式从图书馆书籍管

理、商场企业管理到家庭用来访问远程信息、

个人之间的通信、交互式娱乐、电子商务等开

始不断蔓延开去，最终成为一种新兴媒体，这

应该是最初设计者所没有想到的。

作为科技成果的网络，不仅做到了提高效

率、加快速度，更加精确了目标，也因为新兴

媒体的特殊身份，起到了引领思想革命并影响

社会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社会、伦理和政

治问题。从积极的方面说，促进了全球化的发

展，如 《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

曼 （Thomas L. Friedman） 在 《世界是平的》

中，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将互联网时代的世

界图景描绘为“全球化 3.0”。在这里，新技

术化身为一部威力无比的推土机，试图或正

在铲平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那些沟沟坎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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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的角度，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

dens） 在 《社会学》 （第 4 版） 中描述的，关

于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意

见：“一种是一些观察者认为网络世界以新

的电子关系形式提高或补充现有的面对面的

互动……促进了新的关系类型的形成……扩

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

“一些社会学家担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会强

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 （atomization） ……互联

网正在对家庭生活构成侵犯……社会生活的

结构被削弱了”[3]。

这种特殊性造就了网络媒体的特殊作用。

一是泛媒体化现象的形成。原来那些是封闭

的点、小众传媒性质的、口口相传的信息，原

先不是媒体的点，因网络而成为了媒体 （案

例：作为个人，在传统媒体时代要想发布信息

有很多制约，有了网络后个人从事传媒的门槛

一下子降低，只要在网络上进行信息发布，就

会被放大传播，个人就成了一个小媒体）。网

络信息发布在内容控制方面相对宽松，满足

受众需求面相对广泛。二是，网络在走向媒体

化的过程中，拓展和延伸了大众媒体的功能。

如及时反馈和互动机制，使传播者与受众、传

播者与传播者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有论

者对传播学中的“受众”概念提出新的释意，

认为在网络时代只有网民，无所谓受众。由于

发布与反馈并行、信息与评论及后续报道可以

同时进行，任何消息发出去就马上得到反馈，

有时反馈帖子的精彩程度远远超过原帖。三

是不同于传统媒体主观立场单一，网络信息更

呈现多元化的色彩。如因评论角度不一，作为

互动方的受众既发出不同声音，又作为另一维

媒体给其他受众新的启示，从而使受众形成多

维思考。一个有各种跟帖的信息组合使得整个

新闻事件更丰富多彩。四是搜索功能给网络增

加了特异功能，受众变被动的期待成为媒体的

主动参与者。

在网络上，新闻信息不再是易碎品，而是

成为旧闻和新闻的结合体、纪实与虚构的结

合体、真实与虚拟的结合体，新闻性和资料性

同存。人们在了解新闻的同时可以通过链接和

搜索相关的历史加以比较。不仅提供了新闻的

背景、发掘了深度，还开拓了广度。虽然传统

媒体也在尝试这种形式，如有些图书做了些小

贴士、报纸做一些报道链接或可对一些时过境

迁的内容予以追述等，但总因为容量或时间空

间的关系受到局限。还有相对广播电视的“转

瞬即逝”，特别是现场直播，受众一般难以保

存、收藏和查阅，但是网络媒体可以做到使受

众通过搜索找到资料点播重看。在网络时代，

人们对传播做了无限的想象。这一切正如邵培

仁在他主编的 《网络传播辅助教材丛书》 总序

中说的那样：“它标志着人类将从此面临一种

新的文化传播模式。”[4]

综上所述，网络作为新媒体，一个至关重

要的功能就是多功能。没有文字信息、图书图

片、视频音乐、娱乐游戏、语言转换和搜索互

动等综合功能，网络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大。

可以不夸张地说，你总能在网上找到你所需要

的东西。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电子

信息网络中的网络本义，其功能并不是媒体，

就像平面媒体借助印刷、广播电视借助通信技

术一样，它只是给媒体提供一个传输信息的平

台，成为经过数字化后的各类媒体各种信息狂

欢的盛宴。因此，网络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大

众传媒的作用，对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2 网络新媒体与科普
认识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对利用网络进行

科普非常重要。由于电子信息网络的媒体特

征，加上大众传媒的局限，引发人们对网络

新媒体的无限向往。确实，网络作为一个非

常时尚而且富于炫耀的词汇，人们总是幻想

通过这个华丽的门面以抵达理想的彼岸。但

在五彩缤纷的泡沫飞舞的时候，在我们为网

络迅猛发展欢呼喝彩的时候，往往容易盲目

跟风，以为信息化的建设就是网站扩张，用

个门面来传递一些信息。利用电子信息网络

从事科普也是一样，科学技术普及当然想借助

高科技手段来传播，所以对网络这个新媒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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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热情，特别是当网络轰轰烈

烈地影响全球时。

早在 2006 年 11 月 2 日，美国 CNN 报道，

全球网站达到 1 亿个。这里所说的网站是指那

些具有独立域名及内容的。当年，中国的网站

约占其中的 1.5%。不过在 1 亿个网站中，积极

的，也就是非常繁忙和经常更新的约为 4 700

到 4 800 万个之间，占总数一半还不到。而如

今全球网站已经超过 2 亿多个。据比特网

（Chinabyte） 2011 年 1 月 19 日消息，当天上

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京发

布了 《第 2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我国

网民规模达到了 4.57 亿，较 2009 年增加了 2

300 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3.03 亿，成为

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底，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达到

了 34.3%，比 2009 年提高了 5.4 个百分点。互

联网的商务用途如网上购物等正在迅速增长。

统计报告还显示，由于政府对互联网领域的

治理，中国的网站数和域名数在 2010 年出现

了大幅减少。截至 2010 年 12 月，中国域名总

数降至 866 万，其中.cn 域名数为 435 万；网

站数量下降为 191 万个，相比 2009 年的 323

万，减少了 132 万个，年降幅达 41%；而且

网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

根据张小林主编的 《中国网络科普设施发

展报告》，我国的网络科普设施建设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5 年 《北京科技报》 开

通了网络版，迈出了网络科普设施建设的第

一步。其后科普网络发展迅速，并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科普网站，如中国公众科技网、中国科

普博览、化石网、新浪和网易等科学频道及科

学松鼠会网站等，特别是中国数字科技馆的建

设更是网络科普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纵览科

普类的网站，基本上都能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

的特点进行科普，38.9%有音频文件、37.4%

有视频文件。可以说，从技术层面看，发挥网

络的功能进行科普不是当前主要问题[6]。

可是，当技术层面问题解决以后，人们突

然发现，网络科普的影响相对其他科普形式并

没有想象那么大，科普的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

至少和传统媒体的电视相比，差距显而易见。

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2010

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

依次为，电视 （87.5%）、报纸 （59.1%）、与人

交 谈 （43.0%）、 互 联 网 （26.6%）、 广 播

（24.6%）、一般杂志 （12.2%）、图书 （11.9%）

和科学期刊 （10.5%）”[7] 。从表面看，存在的最

大问题好像是信息有效集成不足、原创内容少、

信息更新慢、知名度低、访问量少，使网站基

本处于自拉自唱的局面。从深层次分析，笔者

以为主要原因是没有按照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去

办科普。据 《2005 年中国科普报告》 中的调查

显示，中小学生希望科普网站“内容更多些、

更有意思些”，“科学图片多些，游戏多一些，

益智类多一些，试验多一些，与科学家对话多

一些”。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不可否认，

虽然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使用新媒体来进行科普，

可是因为我们对新媒体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原来

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还是用传统的传播理念在

进行科普，我们仅仅是把新媒体当成传播科普

的一个途径，而没有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所

以尽管用了网络这个高科技手段，效果当然也

不会达到理想的目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

引起注意。

首先是科普理念适应时代要求的问题。笔

者在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科普》 一文中曾提

出，“很显然，我们目前的科普内容还难以跟

上受众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内容也造成了科普

节目无法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特别是在大众

传媒抓发行率、收视 （听） 率的今天，科普节

目不能吸引大众的关心，自然难以进入大众传

媒”。其实这同样适用于新媒体中的科普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普传播主要是技术和知识

层面，很少触及到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方面。

由于是物的传播，所以其过程主要是你说我

听，是受教育的过程。传播的重点是结论而不

是过程。尽管有很多的网站传播着无限多的科

普知识，尽管在一个阶段内这个知识非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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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但总是给人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

觉。即使是最正确的内容也无法做到最有效的

传播。

科学技术在受众的眼里毕竟是专门知识，

所以在传播中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

就此，笔者在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科普》 一

文中提出，为了使传播有效，科普信息里至少

要包含这么几个元素：（1）传播的科普信息要有

用，要实用；（2）传播的科普信息要好玩，能

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3）传播的科普信息里

要鼓励追求的理念，这种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

理想，还要包容梦想和幻想；（4）传播的科普

信息应该说明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确

实，现在不少科普宣传总是把科学说成是能

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东西。而现代科学发展

表明，科学技术恰恰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

善的过程，而且这个认知过程还远远没有结

束。科学是理性的产物，是世界上最老实、最

本分的东西，它和以往的权威不同的是，它是

一种理性的权威。这样才能使受众真正了解科

学、接受科普[8]。

在当今的科普实践中，从正面看有科学松

鼠会的崛起，从反面看有那些伪科学如张悟本

等现象的风行，他们的做法至少因为没有框框

限制显得非常新颖生动从而吸引受众。这就提

醒我们思考，科普应该如何去适应时代的需

要，科普如何去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何使科普

成为人民群众需要的科普。否则，原先惯性的

传播方式不仅很难适应传统媒介，更难以适应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

其次是科普理念如何和新媒体有机结合的

问题。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互动”。过去我

们总是说，科普要借助什么什么手段，如科普

要与文艺、与声光电等高科技相结合，以便让

受众喜闻乐见。其实到了新媒体阶段，已经不

存在借助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结合问题，而

应该是一种互动。文艺因有科学内容而增加了

外延内涵的广度和深度，而科学也因为文艺，

完成物化到人化的转移过程，这就是互动。正

像有人在分析传统文学受到网络传媒冲击时

指出的那样：“网络传媒的创作改变了纸质媒

体主动与被动、释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平行关系。读者的影响力通

过跟帖等方式直接影响作者的创作，如果作者

不接受读者的要求，读者将很快将其丢弃，而

网络创作的作品又恰恰以‘人气’作为是否成

功的标志，点击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作品能否

继续写下去。网络语言是键盘语言，它有及时

性、即兴性等特色，短小而富有冲击力，不同

于书写语言的舒畅而委婉多姿。”[9]

当前在互动实践中，国外的大片已经做出

了很好的示范。举例来说，科幻电影 《阿凡

达》 不仅启迪了观众的科学想象，如影片里

面提到的心灵转移等，并不是一种胡思乱想，

而是有一定科学原理作为基础的想象。同时，

影片又通过科幻这种手法揭示了社会政治伦

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负面影

响，这是一个层面的互动。在另一个层面上，

电影采用了 IMAX、3D 格式，使画面更加清

晰、更具立体感，充分发挥了影视视觉方面的

长处，电影也更具观赏性。反过来，这些高科

技的技术手段通过电影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

科普，从而推动了影院及放映技术改造的高

潮。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因为 《阿凡达》 的放

映，全国各地一下子增加了很多能放映 I-

MAX、3D 格式的影院，对 IMAX 和 3D 等专

有名词也做了一次普及。

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新媒体的互动

概念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如西班牙馆中，当演

员跳起热情奔放的西班牙舞蹈之后，背景视频

进行了直播，很快又从实景转换成录像，狭长

形的长廊，成了视频的世界，在镜头快速的剪

切中，我们不仅看到西班牙的地方特色、著名

人物及有关新闻，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西

班牙有了大概的了解，而且凡是参观世博会的

观众都会发现，这里很多展馆都采用了新媒体

方式进行展示，在现实与虚拟、网络和视频之

间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你说这是艺术？是新

闻？是高科技展示？答案也是也不是，这就是

一种互动、是新媒体的最佳展示。这些互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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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给今后通过新媒体进行科普提供了很好的

启示。

3 新媒体科普的几种探索
近年来有以下几种值得注意的新媒体科普

探索。

2005 年 12 月，一项利用新媒体进行科普

的新项目启动，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中国数字科技馆

完成了申请立项，并且由中国科协、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共同启动，开始了 3 年的建设历

程。截至 2009 年 9 月 28 日科技部验收通过为

止，完成了 92 个面向公众的虚拟科技博览馆、

体验馆和科普专栏；包含 9 个专项资源库在

内、以科普工作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科普创

作为主要服务目标的资源馆，汇集了图片、动

漫、音像、报告、展品等各类数字科普素材资

源；为广大青少年开辟的创意馆，可通过网上

浏览、观测、实验、讨论等多种形式，吸引青

少年参与、体验科学过程，激发青少年的科学

兴趣，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2007 年 11

月，在意大利威尼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数字

科技馆从全球 160 个国家的 650 个申报项目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联合国和信息社会世界高

峰会议共同发起的“2007 世界信息峰会”颁

发的最佳电子科学大奖。这是由联合国组织

的专门针对数字技术内容的大奖，是全球互

联网领域的最高奖项。

在 《中国数字科技馆建设报告》 中，建设

者有几个观点特别引人注目：“中国数字科技

馆融会科学与人文，贯通历史与未来，从宇宙

探索、生命奥秘、人与自然、历史文明、健康

生活、工程技术等多个视角，全方位展示人类

科技文明发展的历程，形成了我国目前规模最

大的多学科、多媒体、综合性的大型科普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全面体现互联网科普的创新

思想，全方位应用多媒体技术，大量使用图形

化解构、交互式参与等新技术、新方法，实现

了科学人文融合、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建设思想，

提高了科普内容的艺术表现力和科普性、趣味

性，缩短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建设者们为

自己设定了基本要求：一是科学权威性，确保

内容正确；二是科普通俗性，力求通俗易懂，

公众喜闻乐见；三是人文艺术性，追求精致美

观的展现境界。总而言之，要创造出社会和公

众认可的优质网络科普作品。”[10] 在这里，科普

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事，建设者们通过数字化

这个高科技手段力求科普和人文达到最完美的

融合。这其实也是新媒体科普的最高境界。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另一项新探索也值得重

视，即他们参与的科技部“基于高可信网络数

字内容服务系统开发及示范”863 课题研究。

这项研究工作主要面向两个方面：数字内容建

设以及数字内容的服务及运营模式。中国科协

信息中心主要承担数字内容的建设工作。863

课题要求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对中国数字科技馆

的优质科普资源进行整合，建设适用于高可信

网络的数字内容。观众只要通过遥控器对机顶

盒进行操作，就能在电视中选择想看的科普视

频节目。这无疑是新媒体科普的又一重大探索。

从技术角度看，这个课题以实践性内容为

主，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通过 2 000 小时的视

频节目制作，这些视频既有视频形式的资源，

也有网页形式的资源，改编为风格一致的视频

节目，为今后更大规模的资源建设提供示范。

特别是其中的科学之美栏目内容属于完全原

创的节目，一没有参照示例，二没有任何节目

资源。如何选题？如何解决节目资源问题？如

何体现该栏目的特色？课题组必须研究出一套

原创性资源的建设模式。这就要求课题研究者

站在更高的视角，着眼于模式全面性和普遍

性，使研究成果包容各类原创资源、具有普遍

适用性，并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强的指导性。无

疑，这些课题的解决将为新媒体科普提供更有

力的技术保证。

新媒体科普在实践中有几个问题引起笔者

的思考。

一是如何遵循媒体行业的共同规律。最主

要的共性问题就是科普信息在传播中应该和

大众传媒传播的其他信息一样具有新闻性和

赵宏洲 关于作为新兴传播媒体的科普网络的一些思考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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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性。这里所指的新闻性不仅仅是从时间角

度上提出的，而是更着眼于空间的概念，就是

大众应知欲知而未知的科普信息，当然其新闻

价值也就包含在里面了。至于接近性就是你所

传播的科普信息必须拉近和接收者的关系。当

然，要做到在科普信息传播中具有新闻性和接

近性，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还需要在传

播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二是如何遵循电子信息传播的特有规律。

作为科普网站，一旦上网就成了媒体，要充分

考虑网络的特点，办出不同于传统大众传媒的

网络大众传媒。要做到发布与反馈并行，查找

与追踪同步。网络如果失去了互动的作用，它

的效果必然要大打折扣。为科技工作者开通博

客，在网上建设科技工作者的交流场所、重要

学术观点的发布平台，让科技人员通过网络进

行互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主意。同时，要充

分利用多媒体的作用，文字、图片、视频、音

频同时开张。网络科普应该是高新技术的展

示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本身就是一种科普。

三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特色。网络信息是以

一个个网站为基础的，一个网站应是一个主题

的集合体，而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此网站通过

网络才能做强，人们才能通过网络搜索到自己

感兴趣的集成。网站的主题集中、功能单一，

然后排列在网上，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笔者

曾建议基层科协在建设网站中要注意当地经济

社会的特色。公务信息与特色相结合的网站不

仅是科协的宣传站，也是科协服务当地社会经

济、服务科技人员的重要平台。特色网站的建

设也可为当地经济服务。无数个特色科普网站

就是无数个数据库，成为受众查找科普资源的

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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