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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短视频行业日益火爆的今天，科普工作应当创新发展，以科普短视频这种更具活力的形式结合短

视频平台强大的传播力量，使科普更加深入人心。本文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首先归纳出科普短视频

在抖音平台上的两种传播形式，分别为发布短视频和发起挑战活动。从选题、内容和推送特点三个方面，分

析了科普短视频在抖音平台上的传播优势，体现在拉近与公众的距离、促进行业内科普视频资源共建共享和

填补科普的最后一分钟。提出科普视频在抖音平台传播的几点建议：提升账号品质，创新展示手段，设置吸

引用户的挑战话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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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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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众对互联网产品越来越依赖，各

行各业的宣传策划重点都开始向新媒体阵营

转移，尤其是在“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

新闻客户端）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收效甚佳的

情况下， 政务主体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吸引了

诸多用户、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关注。据《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手机

网民规模达 7.88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

群的占比达 98.3%，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

模达到 4.70 亿，占总体网民的 58.6%[1]。

自 2016 年开始，短视频自媒体平台热度

不断攀升，据卡思数据的预估，2018 年短视

频领域内的广告规模将超过 100 亿，2020 年

整个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500 亿 [2]。据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

短视频用户规模将达 3.53 亿人 [3]。据抖音官

方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8 年 6 月，其国内日

活用户突破 1.5 亿，月活用户超过 3 亿，入驻

抖音的政府机构和媒体数量已超过 500 家 [3]，

这些政务号在持续传播优质内容，加强与公

众的沟通交流，助力正能量发声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科普视频长期以来就是科普传播的一种

有效形式，无论是早期的科普广播电视节目，

还是近年来的网络科普微电影、微视频等，

都以其寓教于乐、生动形象的形式广受公众

喜爱。在短视频爆火的当下，科普应当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以科普短视频这种更具活

力的形式结合短视频 APP 强大的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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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普更加深入人心。

1 抖音平台上科普短视频的传播形式
短视频是指时长几秒到几分钟不等 , 以网

络和移动智能终端为手段 , 依托移动短视频应

用的一种移动社交新媒体 [4]。科普短视频，顾

名思义，就是利用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

短视频是手段，科普是内核。

“抖音”是一款定位于年轻人的音乐创意

短视频 APP, 用户可以选择其中各种风格的音

频作为背景，配合口型、神情或者舞蹈等肢

体动作拍摄 15 秒（政务号用户可发布时长 1

分钟）的音乐短视频作品 [5]。

科普短视频在抖音平台的传播主要通过

两种形式来呈现，一是账号发布视频，二是

发起挑战活动。

1.1 账号日常发布视频

在抖音平台注册账号，即可进行短视频

的日常发布。抖音平台上发布的科普类短视

频种类多样、形态各异，归纳而言，大致可

以分为如下几类。

1.1.1 科学实验类

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来展现科学现象、

揭示科学原理。

例如中国科技馆官方抖音号“神奇实验

室”发布的视频，通过实验的方式呈现科学

现象，激发公众对科学的热情。例如“井水

不犯河水”短视频，所用道具仅为热水、冷

水、玻璃杯、颜料，在短短 15 秒的时间内操

作完成一个完整的科学实验，通过直观的现

象，向公众揭示了“热水密度小于冷水密度”

这个科学原理。

1.1.2 自然奇观类

通过科学的视角展现科学之美、生物之

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等。

例如“带你遨游宇宙”抖音号发布的短

视频，用模拟和实拍结合的动画形式，以极

为直观的方法为用户科普知识点。“带你看太

阳系真实运转情况”的短视频就揭示了太阳

系的真实运动情况。除了所有行星围绕太阳

公转之外，其实太阳还以极高的速度围绕银

河系运转。视频展现出了一个与传统科普作

品中完全不同的太阳系运转画面，让人顿觉

宇宙之大，无奇不有。

1.1.3 生活中的科普类

此类视频范围更加广泛，无论生活妙招、

饮食禁忌还是运动健康，只要是和生活相关

的、具有科学性的短视频，都属于此类。

例如“生活神操作”抖音号发布的视频，

就是教给受众如何利用生活中易得之物解决

生活中的小问题。例如“用过的鞋盒不要扔，
图 1 “神奇实验室”抖音号及“井水不犯河水”短视频
         截图

图 2 “带你遨游宇宙”抖音号及“带你看太阳系真实运
         转情况”短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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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自制投影仪”短视频，手把手教给受众

如何利用生活之物——鞋盒和放大镜 DIY 出

一个简易“投影仪”，具有极强的实操型。

此类科普短视频是发挥自媒体优势的绝

佳典范，真正实现了“私人化、平民化、普

泛化、自主化”[6]。

1.2 依托抖音平台开展科普短视频挑战活动

抖音挑战活动是指抖音的个人用户或官

方账号发起的视频游戏活动，发布者首先需

要拍摄制作一个示范视频，参与活动的用户

参照示范视频各自进行模仿或创新。在抖音

挑战活动页面，系统后台会根据参与视频热

度进行排名，用户也可以看到相关话题下的

所有视频，可以说，抖音挑战活动以一种趣

味化的“竞争”形式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参

与热情。

2018 年 8 月，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在抖音

平台发起了“谁说科学不抖音”挑战活动，

旨在面向全体公众征集能够展现科学之美和

科学之趣的短视频，活动一经发布，反响热

烈，话题浏览量超过 4 000 万。该项活动以更

加生动活泼的形式展现了科学的魅力，为知

识在严谨性和趣味性中找到了平衡。

除了线上活动之外，依托抖音平台的科

普短视频挑战活动还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互

促的有效手段。

在 2018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期间，

中国科技馆举办了“科学之夜”大型科普活

动，中国科技馆“神奇实验室”官方抖音号

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在抖音平台启动“我的

科学之 yeah”全民科学挑战线上活动，旨在

进一步加强活动宣传力度，形成线上线下联

动效应。“我的科学之 yeah”活动以科学的趣

味性为出发点，设置丰富多彩的科普游戏内

容和环节，参与者需要结合动感音乐节奏做

出下蹲、摆动等预热动作，完成扔水瓶立在

桌上、魔术铁链套环、铅笔扎水袋等趣味科

学小游戏，并配合“我的科学之 yeah”主题，

演绎包含剪刀手“yeah”的魔性舞蹈。轻松有

趣的内容和形式瞬间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

离，激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获得公众尤

其是青少年的充分认可和积极参与。网友们

纷纷表示：“太有趣了，科学原来可以这么好

玩！”短短十余天，“我的科学之 yeah”线上

挑战活动就收获 32 万余件用户投稿，12.7 亿

次播放量，超过 3 500 万总点赞数。而这一线

上挑战活动的热度并没有随着线下活动的结

束而终止，截至 2018 年 12 月，挑战的播放量

超过 17 亿。

抖音上的科普短视频以“科普 + 短视频

图 3 “生活神操作”抖音号及“用过的鞋盒不要扔，教
         你自制投影仪”短视频截图

图 4 “我的科学之 yeah”挑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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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 + 音乐”的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科普视

频的样态、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性、提升了公

众的关注度，也收获了公众的点赞和好评。

2 科普短视频在抖音平台上的传播优势
2.1 拉近与公众距离，提升科普的关注度和参

与性

抖音上的科普短视频，以其突出个性、

注重内容、视听兼具以及强调互动等特征，

迅速拉近了与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距离。

在这个平台上，科普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说教，而是真实贴切的展现，无论是美妙绝

伦的科学现象，还是匪夷所思的科学原理，

或是科普场馆中平凡而辛勤投入工作的科普

“小哥哥、小姐姐”，配以时尚动感或魔性十

足的音乐，都以一种最为真实而接地气的方

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使公众产生一种感同身

受的共情感。正如中国科技馆的抖音政务号

“神奇实验室”的标语“科学就是这么好玩”，

抖音上的科普就是要打造“从玩中学”这样

的效应。

通过“抖音”平台发起的挑战活动，更

是直接实现了公众的参与互动，达到了“全

民共建”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述“我的科学

之 yeah”挑战活动，无论是用户的投稿数还

是话题的播放量，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而话题下的视频内容也展现出公众通过模仿、

改良甚至创新，演绎了不同类型的“扔水瓶”

实验，通过动手操作亲自实践了活动发起者

所要传递的科学原理。

2.2 促进行业内科普视频资源共建共享

众所周知，影视行业长期以来以“投资

大、门槛高、技术性强”而著称，除了少数

专门科普机构拥有影视团队外，大部分科普

从业者都难以涉猎这个领域。以“抖音”为

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实现了更丰富的使用场景

以及更低要求的拍摄壁垒。用户通过手机就

可以完成作品拍摄以及配音配乐，用户还可

以通过 APP 自带的视频拍摄速度、视频编辑、

特效（反复、闪一下、慢镜头等）技术让视

频更具创造性。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

频平台，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视频，只要有

创意，谁都有机会成为“网红”。

2018 年 8 月，中国科技馆“神奇实验室”

官方抖音号发布“最美科技辅导员”抖音短

视频挑战活动，大力宣传推广奋战在科普第

一线的科技辅导员，向公众推送科技馆特色

科普资源。短短一个月时间，全国共计 42 家

科技馆参与挑战，各地科技馆累计发布视频

375 个，这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科技馆、上海科

技馆、广东科学中心等 21 家省级科技馆，还

包括蚌埠科技馆、宁波科学探索中心等 20 家

地市级科技馆。各地科技馆不论规模大小、

展品数量多寡、人员资历高低，都可以参与

活动，通过手机实现科普短视频的拍摄。“最

美科技辅导员”短视频挑战活动首次在全国

各地科技馆范围内进行了科普视频共建共享

的尝试，以第一视角对馆藏优秀展品、科学

实验、科技辅导员风采进行了集中展示。通

过挑战活动，对科技馆的整体宣传方面形成

了规模效应，进一步提高了科技馆行业的社

会影响力。整个活动浏览量突破 7 500 万，点

赞量超 95 万，评论逾 3 万条。有用户留言表

示，由于工作繁忙已很久没有再参观过城市

里的科技场馆，而通过“最美科技辅导员”

挑战赛，重新燃起了对科普知识的关注和好

奇。“科技馆并不是孩子们的专属，成年人同

样可以重返科技馆，感受科学的魅力。”

2.3 “简约而不简单”的短视频，填补了科普的

最后一分钟

信息爆炸时代，大量的数据信息充斥着

人们的生活。2016 年，每天有 2.5 亿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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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传 到 Facebook，864 万 小 时 的 视 频 上 传 到

YouTube，2 940 亿封电子邮件被收发 [7]。由

于信息过载，网民应接不暇，其有效注意力时

间（attention span）在进一步缩短。研究发现，

2000 年时，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是 12 秒；到

2012 年，已经下降到 8 秒；互联网上有 17%

的网页，网民在其上的停留时间少于 4 秒 [7]。

“抖音”上的科普短视频正是贴合了当下

“碎片化”、甚至于“粉末化”的科普需求。

利用长至 1 分钟，短不过十几秒的时间，通

过兼具视听特色的科普短视频，使得公众不

必再困扰于不断“暂停”的视频播放，而是

能够随时随地获取科普资讯点。而“沉浸式”

的关注视频推送，也使得用户能够毫不费力

地不间断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同类科普视频。

“短平快”模式下的抖音科普短视频，满足了

当下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群高效获取科普资讯

的需求，抓住了科普的最后一分钟。

3 科普短视频在抖音平台传播的建议
3.1 研究平台特征，打造兼具科普和网红属性的

科普账号

不同平台具有不同侧重特征和用户群，

即使同为短视频平台，微视、抖音、快手、

西瓜等平台也具有不尽相同的发展热点。因

此，对于内容制造者和发布者来说，要研究

不同平台的特征，并据此作出调整和改变，

以打造适应不同用户群特征的内容，是运营

的关键。

以“抖音”为例，截至 2017 年 7 月，抖

音活跃用户中 24 岁以下人群占比过半，之后

用户年龄层逐渐上升，24 岁 ~35 岁人群占比

从 2017 年 7 月的 28.19% 增至 2018 年 2 月的

46.71%，2018 年 2 月份超一线和一二线城市

用户占比达 63.87%[8]。这些用户群特征具有年

轻、消费能力强、学历较高的特征，他们对

高品质短视频内容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优质抖音账号的发展。

对于科普类抖音账号而言，要抓住“15

秒碎片化娱乐，潮流音乐、自动循环播放，

沉浸式体验”等抖音平台关键特征，找准定

位和方向，打造具有科普特性并兼具“网红”

属性的抖音科普账号，需要重点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从命名规则来说，抖音科普账号的命名

适宜采用具有网络化语言特性并兼具账号内

容属性的名称，以此来改善以往科普“高高

在上”的固有形象。例如教育部政务新媒体

的抖音号为“教育小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新闻宣传中心的抖音号为“航小天”、中国

科技馆的抖音号为“神奇实验室”、黑龙江科

技馆的抖音号为“黑小科”、吉林省科技馆的

抖音号为“奇幻科学屋”等等，这些科普账

号的命名既突出了行业特性，又具有网络属

性，和平台用户的特征需求较为吻合。

从内容来说，抖音科普账号发布的内容，

应当既与行业紧密相关，又多一些“网红味、

人情味”，贴合平台用户轻松化的特征。例如

“科普中国”发布的一条视频，截取了歼 20 总

设计师杨伟的讲述自己高一考取大学的传奇经

历，这条时长仅 15 秒的视频点赞量高达 102

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弘扬了科学家精神，带

给用户不一样的科普感官体验。

从 账 号 运 营 来 说， 抖 音 科 普 账 号 维 持

长久吸引力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稳

定的更新。对短视频用户来说，被某个视频

吸引观看后，往往会点进主页了解账号基本

信息，而账号是否持续更新是用户关注的一

个重要指标。例如共青团中央的抖音账号于

2018 年 3 月末入驻抖音，截至同年 10 月底，

已发布视频 251 条，总点赞数超过 3 763 万，

粉丝 204 万，平均每月发布 30 余条视频，达

科普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 郝倩倩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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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更的频率。中国科技馆于 2018 年 4 月

入驻抖音，以每周至少一条的更新频率进行

视频发布，截至 2018 年底，共计发布视频 65

个，目前粉丝数突破 35 万，也在科普类账号

中有较为优异的表现。

3.2 创新展示手段，丰富科普内容的表达形式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近四成用户愿意采用短视频代替文字交流，

占比达 37.3%。此外，超四成用户持观望态

度，占比达 41.3%[2]。因此短视频社交的发展

方向或将会以短视频为主，结合多种表现形

式，仅依靠短视频独立发展并不是长远之计。

抖音里的视频以秒为计时单位，因此所呈现

的视频内容就更需要精心策划，运用更丰富

的形式进行表达。

3.2.1 讲故事，拼创意

用讲故事的形式来阐释较为复杂的科学

原理、科学现象，用以代替平铺直叙式的灌

输，是科普短视频的一种最优表现形式，转

变思维、发挥创意，“短小精悍”地表达才

能够在海量的短视频中脱颖而出。例如账号

“科普大爆炸”发布的“误入黑洞，一位宇航

员的自述”短视频，采用了科幻的表达方式，

以宇航员误入黑洞后，在黑洞强引力的作用

下身体和周围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以此来解

释黑洞是什么、有哪些特性等，引人入胜。

3.2.2 图文动起来

图文所承载的信息量巨大，无论是传统

纸媒还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图文都占据着

科普的重要地位。短视频时代，囿于时长，

如果有信息量巨大的科普内容需要呈现时，

依然可以利用动态图文的形式进行呈现，简

单而明晰。例如账号“江苏网警”发布的本

周谣言系列，就是以动起来的图片结合网络

音乐，让用户在短时间内就获取使用的信息，

并且能够通过暂停的方式随时阅读细节，这

种形式也极大地降低了运营成本。

3.2.3 配合音乐的科学模仿秀

音乐是抖音的一大亮点和特征，以网红

音乐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或表演能够引起用户

的共鸣，吸引用户“拍同款”，从而打造热点

现象。例如抖音上火遍全站的“海草舞”以

动感的音乐节奏和易于实现的舞蹈动作带动

了现象级全民模仿热潮。“我的科学之 yeah”

挑战活动，也是利用了“魔性音乐 + 魔性舞

蹈”的网络元素，在游戏中传递了科学的原

理，吸引了广大用户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参与。

3.3 研究吸引用户的话题，搭建众创平台

无论是用户生产内容（UGC）或者专业

生产内容（PGC），对于科普而言，在全社

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良好氛围就是成功的科普行为，抖音话题

的应用，有助于形成全民参与热潮。科普抖

音话题通过一个个有趣的短视频将热爱科普

的人、事、物连接起来，借助这种无形的连

接，激发用户热情，汇聚大众智慧，促进良

性互动，弘扬科学正能量。

科普类话题的设计选择不仅要遵循趣味

性、还要考虑用户的参与成本，越易于参与

实现的话题活动，参与度就会越广泛。例如

同样由神奇实验室账号发起的两个话题“最

美科技辅导员”和“我的科学之 yeah”，前者

无形之中就对参与用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

制，用户必须到科技馆或者相关场所才能够

进行与话题相关作品的拍摄。而后者相较而

言更加易于实现，用户只需有一个水瓶，就

可以充分发挥创意，在任何地点参与话题，

进行作品拍摄。从前文的数据反馈也可以看

出，后者话题的参与度和关注度远远高于前

者。据此，抖音里发起设计精良的科普话题，

相当于为公众搭建了一个众创的平台，戏精

的“抖友”们可以将同一个话题或挑战，演

绎出无数种可能，加上抖音应用里的滤镜、

贴纸、音乐等元素可以丰富用户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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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频，用户可以将多种素材添加到原始照

片中，激发了用户的兴趣度和创造力。

4 结语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普的传播渠

道和传播形式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以“抖

音”为代表的短视频传播平台，以其全民参

与的流量优势和趣味化的展示形式，为科普

视频的创作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气象，提供了

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科普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传播 <<< 郝倩倩 实践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