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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科普微视频以其“短、平、快”的特点，受到公众和科普工作者的青睐，

并为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为了使科普事业得到有效大众化的科学传播，设计制作适宜的科普

微视频势在必行。如何开展科普微视频的设计，使之成为科学传播工作的一大利器，成为我们当前需要思考

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微视频设计的现状进行调研，给出了科普微视频的相关研究，同时分析比较了国内外经

典科普微视频的特性。最后，尝试为科普微视频设计提出一点建议。希望为科普微视频的设计制作提供一定

的理论指导，为科普事业增加新的强有力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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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普微视频设计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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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科协与腾讯公司合作签署

“互联网 + 科普”合作协议，旨在打造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科普中国”，促进全民科学素质

提升。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时八

次提到互联网，这无疑为新时代下的科普事业

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过去传统的科普方式

已经落伍，新媒体形式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

科普效率。互联网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必不可少

的传播交流平台，也为科普微视频的创作和传

播提供了更为开放和便捷的平台。

近几年来，在众多自媒体和视频制作团

队的参与、政府方面的支持和平台建设的资

助下，国内科普视频内容总体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以果壳科学人、飞碟说和明白学

堂等为代表的制作团队从幼儿科普到社会热

点的方方面面，带领公众轻松长知识，陆续

出品了越来越多的科普微视频，像《明明白

白我的性》《明白了妈》《雅安地震特辑》等，

推动了我国科普事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为

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推动国

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科技部办公厅自

2015 年开始每年开展全国科普微视频征集大

赛活动，该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机关、企事

业单位、高校、个人的大力支持与参与，制

作形式多样。有的通过 PC、手机、相机和摄

像头录制，还有的利用 DV、DC、MP4 等多

种视频终端摄录，每年通过大赛遴选出的优

秀科普微视频都送至中国科普网（www.kepu.

gov.cn）的科普微视频专区上传，丰富了我国

科普微视频资源，繁荣了我国科普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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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些优秀作品时间短、内容精、表述形

象生动，让观众没有负担感；其次表现形式

不拘一格、内容繁多，很大程度上激发观众

的兴趣，适合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媒体

终端上浏览和观看。最后，通过搜索国内很

多网站如科普中国的科普影视厅区、中国科

普网的科普视频区和各大省市数字科技馆等，

发现目前我国的科普微视频资源相对其他科

普资源总量少得多，点击率也不高，有些视

频内容过于单一甚至缺乏科学性，制作粗糙，

并不能达到科普效果。

总而言之，为了丰富科普微视频资源，

提高大众的科学素质，制作一个好的科普微

视频是至关重要的。本人在承担“2017 年沧

州市重点研发计划指导项目”课题的研究工

作中，逐步发现和产生了一些关于科普微视

频设计的问题与思考，为日后的科普微视频

设计、制作提供参考。

1微视频设计的研究现状
以“微视频设计”为主题，在中国知网

（CNKI）主页上进行高级搜索，从 2008 年到

2018 年，精确匹配搜索到的相关文献有 962

篇（2008 年 至 2011 年 每 年 1 篇，2012 年 2

篇，2013 年 23 篇，2014 年 83 篇，2015 年

270 篇，2016 年 334 篇，2017 年 245 篇），发

现从 2013 年开始引起的关注度显著升高；按

照论文资源类型可分为期刊论文 644 篇，硕

博论文 310 篇，会议论文 6 篇。这些文献主要

从“教学模式”“自主学习”“资源开发”“教

育研究”“知识点”等方面对微视频进行了论

述。文献 [1] 中提到最初人们利用微视频大部

分是为了娱乐，后来慢慢地被一些研究者、

大学和教育机构应用到教育领域，因为在教

育领域存在确定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

习者，使得微视频设计研究更能够有针对性

地深入开展，因而在检索到的 644 篇微视频设

计论文中关于教育类的占有 407 篇之多，并且

发现论文内容主要渗透在“微课程”研究中

（123 篇），这主要归因于美国高级教学设计师

戴维·彭罗斯提出的以微视频为核心的微课

程建设五步骤 [2]。

2科普微视频的相关研究
最初，业界和学界都没有科普微视频的

明确定义，作为微视频内容细分的一种类型，

科普微视频只是被理解为传播科学知识、以

科普为目的的一种微视频。直到 2014 年 7 月

中国科协在《关于开展“公众喜爱的科普作

品”推介活动通知》的公文中，正式提出了

“科普微视频”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由组织机

构或个人制作、版权清晰、无知识产权纠纷的

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

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时长为 30 秒至 20 分钟的

小电影、动画片、纪录短片等视频作品 [3]。

科普微视频是在微视频发展之后才兴起

的一种新的科普形式，近几年来各学界对它

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就中国知网（CNKI）而

言，以“科普微视频设计”为主题进行高级

搜索，10 年来精确匹配搜索到的相关文献

仅 有 8 篇（3 篇 期 刊 论 文，5 篇 硕 士 毕 业 论

文）。目前，国内外涌现出很多科普微视频作

品，比如国外的《Emergence of life》《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以及广受公众喜爱的

Coursera 平 台 下 的《How Things Work?》 等，

国内受政府支持的中国数字科技馆科普微视

频专栏以及明恩传媒的《功夫结核》和由飞

碟说网络视频制作团队发布的《雅安地震特

辑》堪称科普微视频中经典之作。下面分析

这些经典作品的特性，为科普微视频设计提

出一些建议。

美 国 Louis Bloomfield 教 授 主 持 电 视 课

程《How Things Work?》，现已经被翻译成十

几种语言在各大网站上传播。该课程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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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介绍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和其他科学，

发现和探索隐藏在现实世界一花一木中的科

学概念。与传统的物理课程相反，这门课从

具体的事物开始，去寻找其中的科学原理。

该片视频主要采用摄像实录、再配合文字解

读的方式制作成的，故使得知识点更加真实、

形象、具体，让观众容易理解。不过，受到

摄像实录的局限，当遇到大量文字出现在一

张画面时，如果显示教师 Louis 的动作则会看

不清文字，而显示文字又会遮挡教师，画面

有些杂乱，严重影响观众学习。

中国数字科技馆科普微视频专栏自 2013

年正式开通，围绕民生、应急避险和前沿科技

等设置了科学生活类、应急科普类、科学小实

验类、科教专题片类、科学 TED 演讲类 5 个

专题，每个专题有 2~10 个科普微视频，每集

平均在网站已经播放 1 500 余次，平均片长 3

分 2 秒。内容短小精悍，适合在所有终端浏览

和观看，尤其是手机，方便观众随时观看。其

中科学生活类包含 8 集系列微视频，均由视频

制作团队制作而成，所有视频选择生动形象的

动画与图文并茂的方式，加上清新脱俗、幽默

风趣的语言，使得观众能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

中进行科学知识的学习。应急科普类有 7 集科

普微视频，都是围绕地震应急展开的，每集都

在专业救生人员的指导下完成，多采用摄像实

录与动画、图片相结合的制作技术，有利于观

众学习、理解和记忆。科学小实验类有微视频

10 集，其制作技术特殊，由视频模拟触屏点击

来完成实验，背景始终是黑色或者白色幕布，

全程有一位穿着纯色的女性实验员操作，镜头

只给出实验员的重要操作部分，并且要求操作

非常熟练、准确。不过也存在不足之处，该片

集没有声音，而是用字幕替代，有些地方因字

体、颜色的原因导致字幕分辨不清，严重增加

了观众的视觉负担。此外，这些视频内容也未

给出科学的解释，使得观众对科学知识的诉求

不能得到反馈。科教专题片类有 5 部微视频，

知识目标明确，科学性和大众性也很强，制

作采用摄像镜头录制，多用空镜头给观众传

递不一样的情感抒发。不过这 5 部微视频并不

是系列剧集，而是相对独立的单个科普微视

频，时间有点长（6 分钟左右）。科学 TED 演

讲类共 2 集微视频，主要是科学家讲述他们的

科学道路、对科学研究的感悟，借助于科学

大家之言，激发观众的科学意识与兴趣，主

要采用摄像将科学大家的演讲录制而成。片

中演讲者多是慷慨激昂地描述自己的科研经

历，语言上也充满了正能量。

明恩传媒的《功夫结核》是一部公益宣

传片，播出不到 3 天，点击过万。全片时长 4

分 8 秒，将结核杆菌的主要传播方式、携带者

数量、发病数与传播数、导致的病症及如何

预防等 10 个元知识点涵盖在内，内容富有创

意，语言幽默犀利，画面讲究艺术性和科学

性，生动形象有助于理解记忆，与生活紧密

联系，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本片

制作技术采用动画形式，人物动作流畅，配

音的语音较轻快、活波、风趣，语速中等偏

快，符合该微视频整体风格。

自媒体团队飞碟说的《雅安地震特辑》

是继雅安地震发生后，由飞碟说制作团队及

时推出的地震科普动画微视频系列片，共 5

集，每集 2~3 分钟。视频推出后，短短十几

天仅在优酷的播放量就达到 673 万多次 [4]，在

网络上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力。该视频内容从

社会热点事件中挖掘科普题材，激发观众兴

趣，多运用 2D 动画等多媒体技术进行科普创

作，生动有趣、丰富多变，画面切换快，适

合手机浏览，将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结

合在一起，取得了很好的科普效果。

3我国科普微视频设计的思考和建议
针对这些经典科普微视频的特性，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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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微视频的设计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从而提

高科普微视频的设计水平。

3.1 时长控制在 3 分钟以内，或者制作成系列片

据调研发现，科普微视频的时长越短，

点击率稍微越高，在不同年代不同媒体下，

不同人群注意力时长也是有所不同的。微软

公司就手机和社交媒体对人们注意力时长和

质量的影响曾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 2000

年人类平均注意力时长为 12 秒，2015 年只有

8 秒 [5]。并且各个年龄段的注意力时长都在下

降。18 岁到 24 岁年龄段的青年中有 77% 的

人“如果眼前没什么事情可做，大家想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全媒体环境下网络在

线视频大学生受众调查问卷中，79.12% 的人

可接受广告时长不超过 60 秒 [6]。英国科普教

师詹姆斯·德拉克利用在国际空间站网站以

及“宇航员看地球”网站上搜集到的 600 张从

太空拍摄到的地球照片，借助微速摄影技术

把照片制作成一段时长 60 秒的视频，让人在

飞速变换中见识到了地球的美。

近几年来，上海浦东举办了四届科普微

电影大赛，参赛作品制作水准和表现力越来

越高，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观众愿意观看的

视频时长越来越短。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

计学院教授李亦中说：“我们发现，影片只要

超过 5 分钟，在手机上的点击率就大幅下降，

3 分钟以内的短片点击率最高。”因此增加视

频的时长，对于盈利性机构来说并不会得到

更大的效益，科普微视频时长最好控制在 3 分

钟以内，当然越短越好。

3.2 制作形式多样，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有一句名言：

“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连结它们的

是创造性。”科普作品必须坚持科学性与艺术

性相统一。科学性是科普微视频的目的和要

求，艺术性是科学性的表达方式和实现手段。

没有科学性，就不能正确地将科学的知识完整

地传达给观众；没有艺术性，科普微视频将晦

涩难懂，会失去影响力和关注度，科普诉求很

难传达。国内一些科普微电影大赛更是注重科

学性与艺术性。上海国际科普微电影大赛自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2018 年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干频在大赛启动仪式上说：

“科普影视创作作为科技与人文的结合点，其

中科学讲究严谨，艺术追求个性，如何将两

者完美的融合，获得科学领域和普通受众的

双重认可，这是科普影视工作者的难题，也

是必须完成的重任。”每年的科普微电影大赛

涌现出大量的科学性艺术性的影视佳作，同

时为科普影视创作事业培养和输送更多的专

业人才。2016 年天津市举办首届科普微视频

大赛，共收到作品 200 余部，内容涵盖天文、

环保、化学、科技发展、趣味实验等热点领

域，内容丰富，制作新颖，无不兼具科学性、

知识性、趣味性以及艺术性。这样的大赛丰

富了科普资源内容和形式，为提高全民热爱

科普、参与科普搭建了良好舞台。

为此，不论何种制作形式的科普微视频，

在制作时如果配上合适的字幕更能增加其艺术

性，字幕可选择多种字体，字体颜色与背景颜

色最好有差异，比如黑色或者白色，才能让制

作出来的微视频达到最佳科普效果；其次语速

应不快不慢，过快过慢都会影响科普效果；再

者为了不影响科普微视频的科学性，最好选择

合适的背景音乐或者不使用背景音乐为宜。

3.3 制作设计策略多样化

为了引起观众的兴趣和保持学习者的注

意力，科普微视频的开场是至关重要的。具

有挑战性和引起冲突的问题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只有观众原有认识和新认识之间发生冲

突和矛盾，才能激发兴趣重新认识，此时普

及的科学知识正隐含其中，如雅安地震特辑

的“张衡真的 NB 吗”？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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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其实是具有天然的故事性的，只是

现在，我们在传播的时候往往把中间的情节

删除了，只讲最后的结果，因此索然无味。”[7]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聚集在篝火旁或市井处

听讲故事的习惯，科普微视频若以故事为载

体，通过“故事 + 科普主题”的形式展开叙

述，适当使用悬念和情感，更容易将观众带

入到故事中，轻松地传播科学知识。上海光

机所围绕联合国“2015 国际光年”主题开展

制作了“追光逐梦”系列科普微视频，以诺

贝尔奖中光学领域重大突破为主线，重点解

释一个个有趣的光学知识、相关科技突破对

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以及其背后的故事。

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光和光基技术如何影响人

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全球发展会产生

关键作用；宣传光基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

作用，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农业和通信领域

的作用；提高人们对 21 世纪科学的跨学科性

质的认识，强调今后的科研与教育将越来越

需要不同科学专题领域之间的互动。

科学知识的普及还可以借助真实的生活

情境或者还原生活场景展开。真实的情境可

以使得观众更直接地感受、体验与情感传递，

使科普达到良好的效果。2018 年 1 月 8 日湖

南省博物馆推出全国首部博物馆题材手绘科

普微视频《汉代穿越指南》[8]。微视频共 5

集，每集约 3 分钟，通过把湖南省博物馆馆藏

极具代表性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服饰、

化妆用具、养生用品、乐器、帛书等不同文

物还原到汉代生活场景当中，实现解读文物、

讲述文物故事的目的。整部微视频以手绘动

画的风格，从一个“穿越”到汉代的现代人

的视角和生活习惯，通过趣味叙事的方式，

向观众展示汉代饮食、时尚、娱乐、星座、

养生等方面的生活。微视频延续了长沙马王

堆汉墓陈列“讲故事”的策展理念，既能引

起观众的浓厚兴趣，又能科普文化知识，让

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

《什么是互联网 +?》《什么是 PM2.5?》《什

么是雾和霾 ?》《谁动了我们的 CPI?》《你的房

子抗震吗？》《为什么又是四川？》《中国地震

局在干嘛？》等等，很多科普微视频直接用问

题作为其片名。通过疑问抛出、引导一个新

的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可见，一个

好的片名是科普微视频的主题，引人入胜发

人深思，易于观众接受。

4总结
科普微视频是在科普知识和观众之间的

科普资源，其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观众的学

习情况。因此，为进一步完善科普创作资源，

极大地丰富科普形式及题材，为科普创新贡

献一份力。本文通过对几个典型的国内外优

秀科普微视频的内容分析，为科普微视频的

设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为今后科

普微视频设计、制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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