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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表演作为一种创新的科普形式，越

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具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科学表演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需要从小

品、相声、舞剧、音乐剧、舞蹈、演唱等艺

术形式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并以寓教于乐的、

生动的方式传播科学观念和知识。

科学表演以舞台剧的艺术形式诠释科学原

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内容新颖、形式活

泼，集知识性、艺术性、娱乐性、社会性于一

体，让观众在观看表演、跟随人物情节发展的

过程中接受科学知识，感受科学精神，参与科

学实验，以此激发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目前，

科学表演越来越受到我国科普场馆的关注。

2015 年以来，笔者策划并参与创作了若

干科学表演项目，希望能将积淀下来的经验

和感受加以分析综合，和大家共享交流。在

科学表演的实践中，最为艰难的是剧本的编

创，本文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1中国科技馆部分科学表演项目简介
（1）《扭转乾坤》

以对比实验的形式阐释与转动有关的物

理量，说明转动引发的改变及其现象背后的

[ 摘   要 ] 科学表演作为一种创新的科普形式，受到科普场馆的普遍关注。本文以中国科技馆典型科学表演项

目的编创为例，探讨了主题提炼、题材选择、创意来源、故事构建、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及科学内涵的阐释。

本文认为，科学表演编创的核心是对科学内涵的把握，有科学内涵的主题是统领整个表演的关键要素，对艺

术创作规律的尊重是其成功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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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扭转乾坤》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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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该项目获得第五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

大赛科学实验一等奖。

（2）《BONE BONE BONE》（简称骨头剧）

借助魔术师与猩猩的比拼，讲述人类的

进化及其导致的人与猩猩骨骼的差异。该项

目获得第五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其他

科学表演”一等奖。

以改编京剧《霸王别姬》为故事框架，

有机地将京剧与科学实验融为一体，在艺术

欣赏与趣味实验中体会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5）《TIME FOR FUN》（简称时光）

通过形体表演来呈现人类计时工具的演

化，并以学生参观科技馆，辅导员引领开启

“时间之旅”为框架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

图 2 《BONE BONE BONE》表演现场

（3）《春江花月夜》（简称春江）

依托书生与仙女相遇的故事，将若干科学

实验演化为道具或情节展现，以此反映中国传

统诗词、舞蹈、书法、器乐、绘画等意境。

图 3 《春江花月夜》表演现场

图 4 《新编霸王别姬》表演现场

图 5 《TIME FOR FUN》表演现场

图 6 《皮皮的火星梦》表演现场

（6）《皮皮的火星梦》（简称火星梦）

借助经典童话《三只小猪》，采用剧中剧

的形式，通过科幻小作家撰写的《三只小猪

大战火星狼》的故事，传播科学知识、科学

精神以及人文关怀。

（7）《重建家园》

通过手偶剧形式展现了不同动物的家的

特征，传达“家”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这一

科学道理。该项目获得第四届全国科技馆辅

导员大赛科学表演赛最佳创意奖。

（4）《新编霸王别姬》（简称霸王）

科普场馆科学表演编创的探讨 <<< 廖    红 创作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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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创作的核心要素进行阐述。

3.1 主题是科学理念的凝炼集合，题材是呈现科

学理念的载体

主题是科学表演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

反映了创作者的观点，是科学表演的灵魂。

主题是一系列科学理念的凝炼集合，是创作

者对于特定事物的本质认识，蕴含了科学的

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

题材是指科学表演所利用的事件、现象

等材料，它从生活或工作素材中提炼，具有

一定的概括性且要有社会意义。题材是呈现

科学理念的载体，要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来

选择，还要利于人物塑造及情节设置，最好

具有科学的要素。

选择题材与提炼主题，笔者认为两者相

辅相成，无所谓先后。“重建家园”是先想到

小动物家的差异这一题材，而后提炼出“家”

是适应环境及习性的产物主题；而“扭转乾

坤”是先选定“旋转引发改变”这一主题，

然后根据表演需要选择了科技馆的实验活动

这一常见的题材。此外，同一主题可用不同

的题材表现，某一题材也可适应不同的主题。

主题不是简单的“是什么”，而是阐述创

作者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动物的家是儿童教

育常用的题材，但不同动物家的不同构造不

是主题，“重建家园”反映了家与动物习性及

环境的关系，揭示了适者生存的本质，这才

是主题的意义。对于大型科普剧而言，主题

可有多个，是不同科学理念的凝炼集合。“火

星梦”核心主题是人类的探索精神，还有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依靠科技、团结协作以

及家庭教育等理念。多科学理念的凝炼集合，

丰富了科普剧内涵，也使故事更加饱满。

题材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关键是能够更

好地表现主题，要有新意。纵观当今科普剧，

基本是环保题材，只讲环保理念，缺乏新意。

提升题材新意有两种方式，一是素材新，无

图 7 《重建家园》表演现场

2科学表演的常见类型
目前对于科学表演没有权威的定义，有

人认为，科学表演就是科学秀的中文翻译；

有人从是否有剧情来进行分类，大致分为两

种类型：一是科学戏剧表演（Science Drama/

Theater），国内称之科普剧；二是科学实验表

演，也称科学秀（Science Show）和科学表演

（Science Busking），这里的科学实验表演是把

科学实验的教育元素与互动表演的趣味元素

完美结合，科学表演则是运用行为艺术与观

众近距离开展科学演示 [1]。还有人认为增加了

表演成份或采用了艺术手段的科普教育活动

都算科学表演，如趣味科学实验（通常辅导

员会用幽默的语言、夸张的肢体动作等提升

实验的趣味性和观赏性）、科普剧（哑剧、音

乐剧、歌舞剧、小品、手偶 / 木偶剧等各类舞

台剧）以及相声、双簧等。

笔者认为，科学表演是在舞台或特定场

地上进行现场表演的，或有故事情节或以人

物为核心而展开的，包含科学实验、科技制

作，表达科学内涵的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

3科学表演的构思与编创
科学表演创作包括构思、创意、选择题

材、凝练主题、剧本创作、音乐舞美道具等

设计制作、排练与演出等。本文仅就科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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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少人创作过。“火星梦”另辟蹊径选择了

科幻中的火星题材，鲜有科普剧涉及。同时

通过移居火星更宜表现人类探索精神，借用

的三只小猪的童话，既具有科幻、童话的双

重元素，又通过猪与狼的和好赋予了故事更

深刻的内涵，展现了多重的主题意义；二是

旧素材新视角。人与动物、美女与野兽这类

题材无太多新意，但“骨头剧”从骨骼差异

的视角审视两者比较罕见，而这一角度便于

形象化阐释直立行走带来的人与动物的差别，

利于主题展开。此外，特意选择了与人类基

因高度相似的猩猩，更平添了题材的新颖性

和表演的视觉冲突。

3.2 创意基于科普经验，来源于对科学理念的深

刻理解

“创意无法也有法，‘创意 = 洞察＋联结’。

洞察力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寻找商品本质性

存在价值的能力。联结力是在洞察的基础上

联结不同元素和内容的想象力。洞察决定了

发现问题的视角，联结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

方式。联结力相对容易训练，而洞察力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经验的累积与沉淀。”[2]

科学表演是艺术也是科普，既要遵循艺

术的基本规律，也要反映科普的要求。科学

表演的创意取决于对科普的洞察力及联结力，

这里洞察力更强调从观众和创作者双重角度

把握科学表演本质性的价值，即主题所反映

的科学理念与欣赏所得的一致性；联结力则

要将主题阐释的科学理念与故事、角色、结

构、情节、舞台、道具等有机整合为一体的

能力。科学表演相对于艺术创作更具难度，

其创意需要大量科普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科学

理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丰富的经验是创意

的源泉，科学理念的融会贯通是创意的根本，

因此，厚积薄发和不断完善是科学表演创作

必经之路。

中科馆有近 30 年展教工作积累，研发

过大量科学实验及科学表演。创作“扭转乾

坤”时，首先明确了用同一现象表达“跨概

念”的思路；然后基于多年科学实验基础，

敏锐捕捉到“转动”这一现象；接着疏理各

类转动实验的科学原理，确定核心的三个概

念：离心现象、转动惯量及空气升力；之后

构架故事、人物、情节等，选用了科技馆实

验室做实验这一题材，以转动导致令人惊异

的结果为直观现象，以离心现象为核心知识

点，以问题和思考作为结束，激发观众探寻

转动背后的道理。这里的洞察力体现在创作

者通过戏剧性的剧情强化了核心概念离心现

象，观众通过欣赏不同现象背后的同一原理

加深了对本质的理解，两者取得了一致。最

后一个实验又延伸至科技馆展品并引发观众

思考，进一步体现了联结力，将转动现象背

后的原理联结到更广泛的思考当中。

3.3 故事是主题概念人文化的体现

科学表演不是纯粹的科学实验，因此最

好通过故事传达主题、反映事件，即题材故

事化，主题人文化。故事是主题概念人文化

的体现。任何的科技内容或科学理念，都具

有人文属性，包括知识或原理产生的过程、

科学精神与思想、科技史等等，这些与科技

工作者紧密相关的背景便是创作科学表演故

事的“技巧”所在。科学表演故事不是实验

的堆砌，是主题通过艺术文化的形式，通过

与“人”有关的叙事表现出来的、带有科学

教育性质、影响人思维的事件，是硬的科技

内容与软的人文体现的交融。

主 题 人 文 化 的 主 要 途 径 有 三： 一 是 反

映科学探索历程，这一过程蕴含了大量的精

神、思想与科学理念。“火星梦”的主题是

探索，通过人类移居火星、改造火星的过程，

不仅传播了与火星相关的科学知识，更弘扬

了不畏困难、依靠科技的求索精神以及可持

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二是科学或自然过程的

科普场馆科学表演编创的探讨 <<< 廖    红 创作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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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表现。“骨头剧”中人与猩猩基因相似度

达 99%，为了说明这一点，剧情回溯人类诞

生的“故事”，通过形象的舞台表演阐明了

他们共同的祖先以及人与黑猩猩分化的原因

和过程；三是科学概念的形象诠释。“重建家

园”主题定位在“家”是适应环境及习性的

产物，其本质的科学概念是自然选择，如何

把这一抽象的概念表现出来？该故事选择了

几种区别较大、特点突出的动物的家，通过

实验和细致描述，将自然环境与家的形成进行

了关联，其中实验的表现力很强，利于小观众

理解家的结构，有助于自然选择的科学概念或

认知的形成；四是善用情感来表现科学精神与

社会意义。“火星梦”通过父母是科学家、孩

子对父母的崇敬这一设计，彰显了尊重科学的

思想，通过机器人细心陪伴与父母无暇照顾的

对比，反映了当今家庭教育中的问题，这些情

节的设置都是主题深化的良好方式；五是着力

刻画细节。“时光”讲述人类计时工具的演化，

结尾通过时光如水的形体表演将时间落在那时

那刻，那一刻恰是 ASPAC 大会表演开始的那

一刻，这一细节瞬间引发观众共鸣，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并促使观众联想整个表演，激发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发展理念的形成。

3.4 时、空、人三者的变化与冲突形成结构和情节

故事是由时间、空间、人物三条线展开

的，三条线的起伏跌宕和相互交回构成了故

事的结构和情节。

结构的组织分为顺叙、倒叙及插叙三类，

科学表演通常时间较短，以顺叙更易为人理

解，但也不绝对，“骨头剧”采用了插叙结构，

“火星梦”应用了剧中剧，这些都是结构上的

非顺叙安排，有利于故事的发展与理解，也

使剧情更加活泼。从引入、发展、高潮及结

尾四段式结构看，引入是关键，发展是铺陈，

高潮是重点，结尾宜留有回味。以“扭转乾

坤”为例，实验员找助手、助手旋转着竹蜻

蜓出场，这一引入交代了故事背景实验室，

呈现了两个性格相对的人物，引出了旋转的

主题；故事发展通过两人做不同的旋转实验，

每次都得到相反或相对的结果，出人意料，

再通过总结得出离心现象；高潮落在最具舞

台效果的表演上，瘦弱的助手单手将旋转的

杠铃举过头顶，既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结

尾提出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最精彩的实验

的原理也是离心现象吗？答案又启发大家到

科技馆亲身参与某件展品，这种结尾留给观

众更多思考也令人回味。

结构与情节对整个表演举足轻重。一是

要有悬念，悬念易调动观众欣赏的情绪，更

好地推动表演。“重建家园”开篇便是悬念，

小狗建的房子谁能住呢？“骨头剧”设置了

两个悬念：外表差异较大的人与猩猩为何基

因相似达 99%，人与猩猩的骨骼哪个更有优

势；二是要有曲折或反转。“火星梦”里小猪

盖的房子被破坏是曲折，猪与狼和好是反转，

奶奶是机器人也是反转，这些设置都是为了

凸显探索的艰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及当今

儿童教育问题等主题；三是强调冲突或对比。

矛盾冲突或对比的质量往往决定了科学表演

的质量，冲突或对比越强烈，观众印象越深

刻。冲突是关键，要比生活更强烈、典型、

集中和戏剧化，依托冲突中矛盾激化的发展

脉络推进故事的演变。“骨头剧”中人的灵巧

与猩猩笨拙的对比，“扭转乾坤”里人物性格

冲突及旋转实验前后的对比，“霸王”中导演

与演员的冲突，“火星梦”中猪与狼的对抗冲

突、机器人与父母的冲突等等，都很好地推

进了事件发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四是

时空交错，利用梦境、回忆等组织时间与空

间，把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同一个故事

下，无论是“骨头剧”和“时光”中的回溯、

“春江”的梦境、“霸王”中京剧演出与编导排

练的穿插，还是“火星梦”的剧中剧，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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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时、空、人三者交错变化的手法，打破

了按时序展开故事的局限，将复杂的故事融

入同一舞台。

3.5 人物塑造不能仅靠语言，还要通过事件和行

为等细节展现人物性格

刻画人物是戏剧的重点，好的表演需要

鲜明的人物来表现。人物要有性格，要通过

语言、行动、思想和感情来表现其性格。不

可否认，科学表演一般时间不长，人物塑造

难度较大，通常主要通过语言来展现，但应

加强行为的表现力。

“扭转乾坤”中的人物，一位聪明活泼，

一位严肃认真，性格迥异的两人不仅语言风

格不同，行事方法也有差异。一个好动大胆

尝试，一个沉稳精准实验，从而很好地推动

故事发展。“骨头剧”更是通过美女灵活柔软

与猩猩笨拙僵硬的行为塑造他们的特点。“火

星梦”中猪和狼的性格本身就很鲜明，创作

时又通过猪老大分析火星土、猪老二吃薯条、

猪老三要洗澡等行为来刻画三只小猪迥异的

性格，使这三个人物看起来立体丰满。

“火星梦”在人物塑造上可圈可点。除了

三只小猪与狼之外，还有皮皮、爸妈和奶奶。

皮皮是个串线人物，他写科幻小说，剧的核

心就是他写的小说，但为塑造人物及增强戏

剧效果，皮皮把自己写进了小说，这样人物

塑造就增添了更多的事件。奶奶开篇对皮皮

无微不至的关心与最后揭示她是机器人的反

转，爸妈仅在最后出场以体现他们对孩子关

怀的疏漏，皮皮剧终前内心独白，小猪们想

念他们的爸妈等等细节，都对这些人物的塑

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很好地烘托了儿童教

育这一辅助主题，这也是该剧最触动人心的

情节。

3.6 科学表演重在科学内涵，实验不是核心，表

演要强调互动性

科学表演相比一般的舞台表演最大区别

就在于一定要有科学内涵，最好是关于科学

的故事。“春江”和“霸王”的观赏性、艺术

性都很好，缺憾是它们讲的不是关于科学的

故事。“火星梦”则以科幻与科普相结合的方

式表达探索、可持续发展、团结等多重科学

内涵，不失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科学内涵还体现在启发思考上。除感受

科学外，科学表演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哲理思

考也是很重要的。“凡是能引起我们思索、意

犹未尽而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作品往往给我

们带来更大更高的艺术享受，因为这时我们

不是被动的感受者，而是主动的思考者。而

这思考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同时又是

欣赏的过程、娱乐的过程。”[3] 所以，观看科

学表演，不是简单地“看”，而要“看 + 思

考”。“火星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理想，不

仅是孩子的娱乐消遣，也不单纯是科普的过

程，它将可持续与家庭教育等社会热点问题

融入其中，引发家长思考，这便是高超的教

育过程。

尽管科学实验很受欢迎，但它不是科学

表演的核心，是辅助剧情展开的手段，不能

依靠它来感染观众，要靠故事、以主题和思

想的传播打动观众。“春江”和“霸王”中的

实验是剧情发展演化的表现或推动力，因此

实验就不显得突兀；“火星梦”里的实验都与

人物的行为紧密相关，创作者将火星特有的

环境化身为“狼”这一形象，小猪们盖的房

子因不适应火星环境而被摧毁，这样就将科

学内容自然地和剧情融为一体。此外，剧中

利用空气大炮来形象地模拟火星上的尘暴，

利用液氮实验来表现火星夜晚极低的温度，

通过四个实验在观众中营造春天花红、夏天

鸟鸣、秋天果香、冬天雪飘的景象……这些

都是因剧情需要而设置的，也是展现故事发

展的一种手段。

科学表演的互动性更显重要，与观众的

科普场馆科学表演编创的探讨 <<< 廖    红 创作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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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能很好地调动气氛并抓住注意力。“火星

梦”一开场，皮皮便带着观众制作“纸带太

阳系”，既是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也体现动手

动脑的特征，这个小制作还起到吸引观众注

意力、迅速进入故事、交待剧情背景、调动

观众兴趣的作用。该剧的角色经常与观众交

流互动，如演员从观众中出场、演出过程中

演员跑到观众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角

色在舞台上常常询问小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

活跃了气氛，增强了参与感；事先在剧场座

位下隐藏了防护板，然后让小朋友帮忙保护

和寻找防护板的情节，极大调动了现场气氛，

孩子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更强烈；将“炮弹”

直接射到观众席、模拟黄沙掠过观众头顶、

绽放的花朵送给观众、漫天的雪花洒向观众

等等都直接通过实验或道具与观众形成交互，

创造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互动情境的设计，

是科学表演的魅力所在。

4科学表演的现场演出
科学表演的感染力体现在，它是现场与

观众进行的即时的直接交流，这种交流与互

动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的交融。从这一

点看，是视频、操作展品无法比拟的，它们

不具备科学表演这样强烈的人与人之间的感

情交流。因此，在科学表演中特别要注意演

员与观众的心灵交流，满足人们情感共鸣的

需要。

“创作戏剧、表演戏剧和欣赏戏剧的实践

活动是一种‘参与与分享’的活动”[4]。创作

者在创作剧情时，先要将自己纳入剧情之中

方能写出感人的剧本，写出值得分享的思想，

创作是参与、分享自己的思想。现场表演是

实现创作者意图的途径，演员更要投入，要

真实地化身角色并与观众真诚交流，分享自

己对角色对主题的领悟；观众亦要主动参与

剧情，全情投入互动，随剧情思考、入剧情

感悟。只有这样，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创

作并完成一部真正好的科学表演。

5结语
借用“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名

言，科学表演，源于科学实验，运用艺术形

式，但高于科学实验，它是科学内涵的提炼

与展现；它又是与科学探索历程相关的生活

的高度精炼。与科学相关的研究或生活便是

科学表演编创的源头和灵感。总之，科学表

演编创的核心是对科学内涵的把握，科学内

涵的主题是统领整个表演的关键要素，对艺

术创作规律的尊重是其成功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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