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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作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传播领域会议，第十五届国际公众科技传播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3 日—4

月 6 日在新西兰但尼丁市召开。该会汇聚了全球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以及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

的科学家等，共同探讨当前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领域广受关注和新兴出现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科技

传播界的研究潮流。此次会议主题为“科学、故事和社会带领我们进入世界科学传播行径的中心”，旗下共设

3个分议题，收录的会议论文来自44个国家的344篇提案，其中来自中国研究机构或高校的12篇提案被收录，

并有 6 篇文章的作者参与到会议现场报告或讨论中。本篇文章讨论不同分议题下论文提案的分布情况和受关

注度较高的分议题，以及中国论文提案的研究内容，以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科技传播讨论话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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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 PCST 国际公众科技传播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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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公众科学技术传播组织（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

称 PCST）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公众科技传播

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6 日在新西兰

但尼丁市召开，来自全球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代表参加此会（如图 1 所示），其中

中国大陆 4 所研究单位共派出 11 名代表参加

此会（见图 2），分别为中国科普研究所、中

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此次会议共收录论文 344 篇，共设分论

坛 约 100 场， 包 括 9 种 形 式 —— 小 组 论 文、

圆桌讨论、分会场论文汇报、工作组、酝酿

中的想法、展示诉说讨论、可视化研讨、表

演、发言人角。其中分会场论文汇报、酝酿

中的想法、展示诉说讨论和可视化研讨为单

篇论文或提案形式呈现，其他则是应邀学术

代表以小组讨论的形式为参会者介绍自己的图 1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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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以及想法。会议共收录来自中国研

究单位或高校的论文提案 12 篇，其中 6 篇论

文提案的作者现场参与到 4 篇分会场论文汇

报、1 篇海报论文展览、1 场圆桌讨论等会议

形式中。来自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尹

霖参与了圆桌论坛，研讨中国科学传播教育

和研究现状，另一名副研究员李红林在分会

场论文汇报上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普写作的现

状，并探讨如何提高科普写作的参与度。来

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石

磊则对 31 届中国科技创新竞赛进行了案例研

究，分析科技竞赛作为科学传播方式的传播

效果；另一名助理研究员刘向东则是对中国

免费开放科技中心所带来的风险问题进行思

考。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助理研究员王

国燕将科学传播与艺术结为一体，用计算机

图像识别技术分析了千年中国山水画中留白

比例的变化规律，其中可能隐藏着美学黄金

比例。博士生程曦带来的则是 PCST 历届会议

论文主题词和发展趋势分析，以了解 PCST 论

文主题历年来的发展变化和主要特征。

此次会议由奥塔哥大学主办，会议主题

设为“科学、故事和社会带领我们进入世界

科学传播行径的中心”(Science，Stories and 

Society Takes Us to the Core of the Worldwide 

Science Communication Endeavour)，旗下共设

3 项主要议题，分别为“科学”“故事”“社

① 由于存在一篇文章涉及多主题的情况，因此最后每类文章总数累计超过总数 344 篇。

图 2  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参会代表

会”。每项议题下包含 5 项分议题，分别为

“科学”议题下的“科学传播中的科学”“科学

家和传播”“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科学传

播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科学传播评

价”；“故事”议题下的“叙事者的能力”“科学

传播的技术”“视觉化的故事叙述和传播”“社

会媒体和科学故事叙述”“数字化市场和传播”；

“社会”议题下的“科学传播参与”“科学的社

会角色”“政策、科学和传播”“科学传播理

论”“科学、艺术和大众文化”[1]。

根据初步分析，此次约有 118 篇文章①和

20 场小组讨论涉及“科学”议题，其中“科

学传播中的科学”“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科学研究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成为

投稿文章或提案中最受关注的 3 个分议题，其

相关文章数分别为 28 篇、22 篇和 17 篇。但

是在小组讨论中最受欢迎的分议题发生了转

变，最受欢迎的分别为 9 场的“科学研究实践

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4 场的“科学传播

中的科学”、3 场的“科学传播评价”。“科学

传播中的科学”分议题中与人类生存相关的

气候变化和医药健康受到最高关注度。其中

约有 12 篇文章涉及气候变化，以 2 场专项分

会场论文汇报和 1 场工作组的小组讨论形式呈

现；约有 6 篇文章和 1 场圆桌讨论涉及医药健

康领域。天文学也成为今年备受热议的科学

议题之一，会议开幕式晚会上邀请 NASA 天

文学家 Jennifer Wiseman 呈现一场关于哈勃望

远镜的前世今生的报告，探讨面对公众对于

某项科学成果产生质疑时，适用的科学传播

手段对于扭转这一局面的重要性。同时会议

中还有 3 篇分会场报告论文和 1 场小组论文汇

报涉及该主题。“科学传播实践者与研究者之

间的互动”议题主要讨论如何培训和激发科

学传播工作者的传播本能以及热情，同时如

何与科学工作者保持深入联系，将两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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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隔阂减少至最小。

故事是让科学立足于社会的主要方式，

它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反映多元化的研究

者和文化背景 [2]，因此“故事”为此次会议的

另一主题之一。此次会议约有 120 篇文章和

19 场小组讨论涉及。其中“科学传播的手段”

和“社会媒体和科学故事叙述”成为该主题

下最热的分议题，分别有 44 篇文章和 41 篇文

章涉及，也是所有分议题中话题度最高的两

个分议题。同时 4 场小组会议、5 场表演涉及

“科学传播的手段”；2 场表演涉及“社会媒体

和科学故事叙述”。“科学传播的手段”分议

题中，实验室逐渐成为学者们推崇的科学传

播场所，参与实验或者通过实验展示科学也

成为较为青睐以及效果较好的科学传播方式，

此次会议约有 10 篇文章展示化学、生物等领

域的科学实验案例。另外，在大会开幕式上，

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松沢哲郎教授展示了其

科学团队所做的猩猩记忆实验，为证明猩猩

的短期记忆能力优于人类的科学发现。会议

不仅探索传统艺术手段与科学传播融合，如

进行现场绘画表演来传播科学；同时也聚焦

于更新兴的传播手段，如利用当前聊天流行

的 Emoji 表情来进行科学传播等。“社会媒体

和科学故事叙述”分议题中，科学故事的案

例列举较多，并且列举一些具体的做法提升

科学故事表述效应，如根据故事内容进行不

同舞台的切换，让社会大众通过切实感受了

解科学，或者如何安排叙事架构提升传播效

果。另有约 7 篇文章聚焦于如何讲述科学风

险和具有争议的科学话题，作者们普遍认为

在这些科学故事的讲述中只列举一方的观点

是片面的。“视觉化的故事讲述和传播”也是

“故事”议题下关注度较高的分议题，约有 11

篇文章、3 场小组讨论和 1 场表演，电影、动

画片、有趣的图片成为讨论度较高的视觉传

播方式。

第三个议题“社会”主要探讨科学传播

中包含的社会问题，共有 99 篇文章、24 场

小组会议及 1 场表演与其相关，其中“社会

在科学中的作用（公民科学等）、科学传播参

与、科学艺术和公共文化”为最受欢迎的 3 个

分议题。“公民科学”为“社会在科学中的作

用”分议题下最受欢迎的话题，共有 13 篇文

章、1 场小组讨论涉及，其与关注度第二高的

“科学传播参与”议题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

是也存在明显的区别。此次会议中的“公民

科学”分议题较为关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

动，例如科学如何贴近大众为社会所用以及

公民参与听证会或者与科学伦理有关的社会

游行等行为。会议中“科学传播参与”相关

文章和小组讨论较为关注采取什么手段和方

式来提升社会大众在科学传播上的参与热情，

多聚焦于科学传播参与程度上，如怎样设计

科学展览提高大众的访问度等，共有 11 篇文

章、5 场小组讨论涉及。“科学艺术和大众文

化”作为此次会议中交叉度较高的分议题，

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有 13 篇文章、6 场小组

会议和 1 场表演谈及此话题，其中 8 篇文章探

讨不同文化对于科学传播的影响，2 篇文章创

新性地将科学传播用于文化传播上，美食话

题成为此次试水的最爱，如通过科学传播介

绍马来西亚的著名美食 Rojok，1 场工作组讨

论如何制作科学餐。

除了上述话题外，科学传播中的“问题”

也是此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热点，但是较之以

往不同的是，一些常规认识中的“问题”在

这次会议中被赋予了新的认识。“过度宣传

（Hype）”在以往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工作

中被赋予了虚假宣传的标签，其有损于科学

传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是这次的会议强

调了思想的碰撞，有些学者认为“过度宣传

（Hype）”可以提高某一科学话题进入大众认

知视野的速度，加强科学传播的效应，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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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需要提升公众心中认知度的新兴科技是迫

切需要的，因为一切科技成果的使用建立在

被认知的基础上。同时“过度宣传”不能仅

定义为“虚假报道”，“重复报道”也是其重

要内容之一，而其对于提高科学知识的认知

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效应。学者们认为不

能仅完全否认“过度宣传（Hype）”，更迫切

的任务是如何控制“过度宣传”中不利的一

面——虚假信息，同时扩大其有利的一面——

提升影响之间的比例和程度，提升公众对于

科学成果的认知度。

国 际 公 众 科 技 传 播 网（PCST Network）

的学术委员会共设 28 名委员，每两年改选其

中的 14 名，每届委员会任期 4 年，负责组织

举办 PCST 双年会议以及科学领域的各种互动

交流。委员候选人经过提名后由 PCST 的全

球会员投票选举产生，14 名学术委员分布为：

欧洲 4 名，美洲及非洲 4 名，亚洲大洋洲及其

他地区 4 名，35 岁以下青年委员 2 名。由于

科技在中国起步较晚，2014 年，时任中国科

协副主席程东红作为中国代表首次入选 PCST

学术委员会，原就职于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刘

萱博士同年当选为青年委员。今年，中国的

3 名候选人全部入选委员，分别为中国科普

研究所尹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当选

新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任磊当选青年委员，

至此中国先后共有 3 名委员、2 名青年委员进

入 PCST 学术委员会。

国际公众科技传播会议是当今科学传播

界规模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会议，由注册

于澳大利亚的国际公众科技传播网组织。汇

聚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研究学者、

科研机构的工作者、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

馆与博物馆工作者、科技新闻与科技期刊编

辑、面向对话的科学家、科学主题的视觉与

表演艺术家等，广泛探讨科学传播、科学教

育、科技政策、科学参与等相关话题。第一届

会议于 1989 年在法国的普瓦捷市召开，每两

年举办一次。第 16 届 PCST 年会计划于 2020

年 5 月份在英国苏格兰地区的阿伯丁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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