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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媒体变革持续深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飞速更迭、信息海量泛在、万物万众皆媒

的传播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全媒体不断

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

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全媒体时代，

科普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守正创新。

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呈现出全新特点，为科普的创新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宝贵机遇。传播主

体日益多元化，传播权力下移泛化，形成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各类专业企业、个人自媒体、

普通公众等“百花齐放”的发声格局。传播渠道和载体不断丰富，随着微博、微信、信息客户端、

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形态的演进，人人都能在短时间“生产”出一部全媒体作品，并具备了依托

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和平台算法加持获取巨额流量的可能。信息技术飞速迭代升级，从互联

网普及到云大物移智的应用普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元宇宙兴起，重塑了传播从

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各环节。这些都为科普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升级提供了新条件、新环

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应用前景。

但同时，全媒体环境也让科普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人均可参与的网络传播叠加多元多样

化的公众需求冲击着传统的科普理念、手段、体制、机制；打着科普旗号传播伪科学内容的现象

并不鲜见；信息泛滥容易导致信息过载，增加了受众获取所需信息的成本，同质化集中推送导致

的信息茧房甚至将受众引入歧途，这些都对科普实践形成挑战。

直面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科普工作者积极应用信息技术

推动科普转型升级：科普中国科普信息化平台应运而生，开启了我国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新航程，

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科普网站、科普微博、科普类公众号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科普短视频在各大平台表现亮眼，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普“大 V”出现；科普线上直播、“云科普”、

“太空课堂”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地领略科技魅力……科普工作者坚守初心，围绕国家发

展、人民需求开展工作，坚持科普为民，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内容为

王、质量先行，科普事业正在发生新的历史性变革。然而，近期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面对全

媒体时代的到来，有近 3 成的受访者认为科普工作效果一般，希望科普工作进一步适应数字化、

智慧化传播要求，提升科普实效和公众满意度。全媒体时代，科普需要顺应技术变革，推陈出新，

为公众提供科学、权威、精准、及时、立体、泛在的高质量科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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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科普的基础性、

战略性、全局性地位更加凸显。直面新的形势和环境，科普唯有创新才能把握传播变革发展带来

的机遇，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首先，要在守正的前提下创新。坚持科普为民，依托新的媒体技术和形态不断提升服务人民

的精准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科普需求，利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用户画像、精准推送，挖掘用户科普需求，提升科普供需匹配度，助力科普数字化、智能化、

智慧化升级发展。坚持内容为王，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将内容作为提升科

普引导力的根本，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科普能力，促进媒体与科学共同体专家的沟通合作，精心打

造高质量原创性科普作品。推进科普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建立国家级权威科普平台，组建融媒

体科普联盟，实现科普信息共享，高效产出科学、权威的科普内容。

其次，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守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对科学素质

建设生态提出了“智慧化传播”的要求，对应提出了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实施全媒体科学传播

能力传播计划，实施智慧科普建设工程，建设即时、泛在、精准的信息化全媒体传播网络。全媒

体时代的科普要在工作理念、体制机制、技术应用上实现新的突破，以更好服务于公民科学素质

的提升，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要创新工作理念。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重要

论述精神，深刻认识科普和科技创新同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翼。科普要向更开放、

更精准，更注重参与、协同和共享发展。科普内容生产要从封闭式转向开放式，更注重资源的融

合和协同利用；科普供给模式既要满足普惠共享，又能适应个性化、精准化的更高要求，从大水

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科普方式要更注重多样化，强化互动参与；科普效果评估要更注重速度、深

度、广度，增强信任度、美誉度。

二是要创新体制机制。以互联网思维改造科普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参与、互动、共创、共享

的科普生态圈，促进模式创新，激发各类主体开展科普的积极性，形成良性竞争的科普市场格局。

三是要创新技术应用。推动颠覆式技术的迭代创新，促进技术的优化升级。推进科普与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强化情景应用理念，将科普内容导入虚拟世界，

进而实现深度融合，以沉浸式的体验、代入感的实践，实现科普有效传播，强化需求感知、用户

分层，实现精准推送，推动传播方式、组织动员、运营服务全面创新升级。

笃定守正、融合创新，基于新时代坚持科普守正创新的理念，本期《科普研究》特设“媒体

科普研究”专题，从研究的视角关注和探讨如何让新的媒体技术和媒体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以

助力全媒体环境下科普的创新发展。新时代新阶段，《科普研究》将持续关注媒体科普，深入研究

科普与媒体的关系，为科普生态健康有序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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