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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学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高效的科普传播应当是基于场景的服务，

即注重对场景 （情境） 的感知及信息 （服务） 的适配。本文结合媒介场景理论，从场景四大要素 （空间与环境、用

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以及社交氛围） 入手，分析了科普信息传播中如何实现场景适配，提出科普信息的表现

形式应当与移动场景相适配，并取得标准化适配与个性化适配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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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及用户数量的迅速增

加，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1]。根据 CNNIC 发布的 《第 35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57 亿，较 2010 年 6 月

增加 2.8 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

比进一步提升，由 2010 年 6 月的 65.9%提升

至 85.8%，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越传统 PC 网

民规模。这些数据都预示着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也为科学传播方式

的创新带来了无限可能，移动时代的新技术和

新服务为科学传播工作者带来了新工具、新手

段与新思路，面向公众的创新科学传播方式不

断涌现[1]。与传统 PC 时代的互联网传播不同，

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

景 （情境）的感知及信息 （服务）的适配，换

句话说，移动互联网时代争夺的是场景[2]。对

于科普信息的传播来说，亦是如此。因此，在

移动时代，如何实现场景感知和信息适配，对

科普传播至关重要。

1科普传播与媒介场景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传播学家 Joshua

Meyrowitz 将场景主义和媒介理论相结合，提

出了媒介场景理论，论证了电子媒介对社会行

为的影响。他认为，电子媒介创造了共同的信

息环境，通过对传统生活场景的融合，让大众

有了相对平等的信息接触机会。新媒体在信息

传递具有即时性、信息平台开放性、信息内容

共享性和信息传播多媒体化等方面的优势，由

此形成了一种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开放式信

息系统，然而这种场景的融合也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有形地点与信息获取之间的紧密联系[3]。

对于科普传播来说，新媒体时代或移动时

代的高参与度、强互动性的开放式信息系统是

非常有利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科学知识

在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和趣味性，然而场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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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学知识有效传

播的难度，如何在特定的场景环境传递相匹

配、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信息变得尤为重要。

2科普传播与场景四大要素
场景，又称为情境，由个体所处情境的一

系列信息构成[4]，同时涵盖基于空间、行为与

心理的环境氛围，其基本要素包括：空间与环

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以及社交氛

围[2]。对于科普传播者来说，如何在移动时代

进一步提高科普信息传播的效率，关键就在

于对“移动化”场景四大要素的分析与运用。

2.1 要素一：空间与环境

从空间与环境这一因素来看，以往的科普

传播往往局限于固定的场景，例如科普场馆或

配备 PC 电脑终端的室内场所，而移动终端的

普及则意味着空间与环境因素成为了一个变

量，能够跟随用户的脚步不断发生变化。由

此，科普信息传播的触角便可以借助移动终端

向户外进行拓展，让用户能够在他的日常生活

中随时随地的接收并了解科普信息。而科普传

播者所要做的就是充分挖掘这些能够激发用

户对科普知识产生兴趣的空间和环境，结合

以 App 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应用服务，进一步

增强科普传播的实时性、参与性和自主性。

以一款名为 Leafsnap 的手机 App 为例，

它是世界上首款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识别植

物的移动应用程序，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

里兰大学及 Smithsonian 研究所共同研发完成。

该应用包含多种花、果实、叶柄、种子以及树

皮的图像，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拍摄各种叶子的

照片，上传后，该应用便会与自身储备的数据

库进行匹配，帮助用户从叶子的图像识别树

种，并提供其他相应的信息。

Leafsnap 一方面将科普信息传播的场景延

伸至任何移动终端所能到达的户外场所，增

加了用户参与科学知识普及活动的积极性；

而另一方面，它也将普通用户变为市民科学

家，帮助 App 背后的科学家对树种所在地进

行标记，用于制作地图并监测植被的变迁，

可谓一举两得。

2.2 要素二：用户实时状态

用户实时状态，指的是包括用户在此时此

地的各种身体、行为、需求等数据，其不仅仅

表现为他们自身的数据，也表现为他们所感兴

趣的环境信息[2]。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中所蕴

涵的信息量都是非常庞杂的，然而人们通常都

只会关心自己感兴趣的部分[5]。因此，对于科

普传播者来说，有效的科普传播关键就在于理

解并抓住用户在此时此刻所感兴趣的或所想

要了解的科普信息。

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了一些基于用户实

时状态分析的应用。例如百度推出的可穿戴设

备百度眼镜，这一设备能够实现对用户状态的

实时分析，并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适配的信息

服务。如果用户在参观博物馆时对某一展品有

兴趣，通过特定的手势，百度眼镜便能锁定该

展品，展开实时搜索并获取与这一展品相关的

图文或语音信息，同时传递给用户。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用户实时状态

的分析不再是难事。在科技场馆甚至是任何公

共场所，实时的信息采集与加工是实现高效科

普传播的必要条件。以用户此时此刻的状态与

需求为前提，所提供的科普信息才能最大程度

地被用户接受，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好的科普

传播效果。

2.3 要素三：用户生活惯性

由于自身个性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即使在

相同的场景下，不同的用户也可能会有不同的

需求与行为模式[6]。这些需求与行为模式往往

带着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打着惯性的烙印，

惯性也是理解他们行为走向的基本依据[2]。对

于科普传播者来说，有效的科普传播也需要结

合用户以往的习惯。

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同样出现在植物园

的游客，生活惯性的不同可能会使他们对于

科普信息的关注点有所差异。比如从事生物

领域工作的游客可能更关注植物细胞或植物

遗传相关的信息；从事医疗相关领域工作的

游客可能更想了解的是植物药用价值等方面

的知识；而对于普通的中小学生来说，了解

植物的形态特征与生长习性等基础知识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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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足够了。对于这些具有不同生活惯性的用

户，移动终端在推送相关科学知识之前应当

做好充分的分析。

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一些生活惯性得以

通过数据的方式进行收集，通过对这些生活惯

性数据以及场景目标的结合，科普传播者可以

更精准地为用户提供其所需要的、合适的或更

有可能感兴趣的科普信息，提高科普信息传播

的效率。

2.4 要素四：社交氛围

社交媒体是一种参与性与互动性都极强

的媒介形态，采取点对点的、网络间的人际传

播方式，受众主动贡献、分享、传递信息[7]。

对于科普信息传播来说，社交媒体是一支极

具潜力的传播力量，以其自身媒介所特有的

氛围响着科普信息传播的主体、内容、模式等

各个环节，变被动获取为主动传播，减少传播

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8]。

以维基百科为例，它是一个内容可以允

许用户公开编辑的免费网络百科全书协作项

目。作为一个动态的、可自由访问或编辑的

知识体系，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可以对其

中的条目进行创建、修改或浏览。一方面，

这种免费的网络百科全书使用便捷，能够为

用户提供知识从而充实自己；而另一方面，

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体协作，传播内容由用户

自行设定，更贴近用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针对性也更强。

维基百科群体协作模式的核心在于“人”，

它采用群体共享的形式，引导用户参与科学知

识的传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交氛围。参

与其中的用户不仅仅能够吸收科学知识，也是

潜在的知识传播者，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分享

并学习科学知识的氛围得以为继，也更有利于

科学知识的高效传播。

3移动时代科普传播的核心：场景适配

移动时代的场景分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

能够提供与特定场景环境相匹配、相适应的科

学知识信息。场景适配不仅仅意味着科普传播

者需要引导用户在特定的空间或环境中产生

对科学知识的兴趣，还需要结合出现在这一场

景的用户的实时状态，并根据其特有的生活惯

性，整合并推送相关信息，此外，再结合社交

媒体的力量扩大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因素决

定了场景适配的水平，也会进一步影响移动时

代科普传播的效率。

随着用户在不同场景中的频繁移动，时

间碎片化的特点对科普知识的有效传播形成

一定的障碍。由于人们较少会长时间停留在

一个场景进行持续性的阅读，长篇、深度的

传统科普阅读方式与当前的移动场景并不适

配。科普传播应当顺应用户阅读的新特点，

调整传播策略，确保科普信息的表现形式与

移动场景的适配。

从对象来看，场景适配又可以分为标准

化适配和个性化适配，标准化适配，是对场

景中用户群体共性的理解与满足；而个性化

适配，则意味着要把个体用户的当下状态及

既往习惯等都纳入考虑范围，是对个性的把

握与满足[2]。从科普传播的角度来说，取得标

准化适配与个性化适配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

一方面，由于科普信息的受众大多是普通的民

众，其主要目标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并学

习科学知识，这就要求实现场景的标准化适

配，即根据某一特定场景中用户的普遍需求进

行信息或服务的推送；而另一方面，在“个性

化”盛行的今天，网络传播的核心从大众传播

逐渐转向小众传播以及分众传播，这就越发要

求对信息“个性化”的改造[9]，科普信息也不

例外。因此，标准化适配与个性化适配之间的

平衡，是科普传播者需要把握的。

4结语

综上所述，在移动时代的背景下，高效的

科普传播应当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 （情

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的适配，而空间与环

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惯性以及社交氛

围，这四个因素决定了场景适配的水平。此外，

科普信息的表现形式应当与移动场景相适配，并

取得标准化适配与个性化适配之间的平衡。

（下转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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