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8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 为贯彻

这一重要指示精神，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

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

2035 年）》，对新发展阶段的科学普及和科

学素质建设做出深远谋划，其指出，要“提

升优质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传播能力，推动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即时、泛

在、精准的信息化全媒体传播网络”[2]。在数

字技术引领的媒介生态变革下，新媒体已经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渠道之一，其中微信

公众号平台依托“国民应用”微信庞大的用

户数量，及其“一对多”“强连接”的传播模

式，成为各种组织机构和媒体进行信息发布、

宣传推广的必争之地，也是公众进行移动阅

读的重要入口 [3]，为科学普及带来了新机遇。

近年来，各类科普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何使其成为促进知识传递、提升公民科学

素质的新路径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于科学普及的内涵 [4]，本文将微信公

众号平台上的科普文章定义为以公众号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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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微信公众号平台已经成为科学普及的重要阵地。本文基于西瓜数据平台的数据，选取 10 个“粉丝”

数量和活跃度较高的科普类微信公众号，对其持续半年的数据展开研究。在关联理论视角下，采用内容分析

法和主题分析法，从科普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对各微信公众号中阅读量前 5% 和后 5% 的文章标题进

行对比分析，并总结科普“热文”的标题特征。研究发现，相较于科普“冷文”，科普“热文”的标题多位于

头条，且具有表现形式多样、感情色彩浓烈的特点，其明示行为更能吸引受众注意。同时，“热文”标题的内

容更关注热点事件和新异事实，在地理、利益和心理方面具有较高的接近性。这些特征提高了标题的语境效

果，降低了读者的认知成本，成为提升阅读量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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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科学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的推文。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不同科普文章

的阅读量存在较大差异，有阅读量“10 万 +”

的刷屏热文，也有无人问津的冷文，什么样

的科普文章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呢？为回

答这一问题，本文拟展开比较研究。已有研

究表明，标题是信息组成要素中最突出的要

素 [5]，兼有部分导读和摘要的作用 [6]。微信公

众号平台上信息流的版面有限，只显示推送

列表的标题，因而标题是影响用户信息选择

行为的关键因素。关联理论也表明，标题可

以通过明示刺激，调动读者的认知语境，降

低认知成本，最终促进阅读 [7]。因此本文主要

从科普文章的标题入手，采用内容分析法和

主题分析法，对比科普“热文”与科普“冷

文”的标题，并运用关联理论分析标题特征

与阅读量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试图总结

高阅读量科普文章标题的共性，为科普工作

者创作优质标题提供建议。

1理论视角与文献综述
1.1 关联理论

1986 年，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

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以认知

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关联理论，用以探讨话

语交际的问题。话语的关联性取决于两个因

素：一是认知 / 语境效果（cognitive / contextual 

effects）； 二 是 认 知 / 处 理 努 力（cognitive / 

processing effort）[8]270，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

示为：关联性 = 认知效果 / 处理努力 [9]。认知

效果即新信息引起的接受者对世界旧有的心

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和信念（brief）

的变化。变化有三种情境：一是新信息加强

了接受者的旧有认知；二是新信息与旧有认

知相互矛盾，新认知否定旧认知；三是在新

信息和旧认知的相互作用下产生新认知。信

息带来的认知变化越大，其关联性就越高，

处理信息所需的认知努力越大，其关联性就

越低，因此具有重大影响且易于处理的输入

将被视为高度相关 [8]46-49。

斯 珀 泊 和 威 尔 逊 后 来 又 发 展 了 基 于

关 联 理 论 的 理 解 程 序（the relevance-based  

comprehension procedure，RBCP） 理 论， 将

话语交际描述为一种指称推理活动，提出了

“明示 - 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模式 [10]，

认为交际过程是传者提供关于其意图的明示

刺激，受者推理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 [11]。在

此过程中，每一个明示刺激都向受众传达了

其最佳关联性的假设，受众会选择最省力的

路径，按照可访问性的顺序测试假设，并且

在获得最佳关联时终止搜索 [12]。

关联理论最开始被应用于一系列以心理

学为基础、认知为导向的语用学研究中，试

图揭示大脑如何处理话语，或者说不同的语

言元素（例如助词、状语、语调等）对理解

的贡献 [13]。后来被逐渐应用于话语分析，成

为幽默、反讽话语等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资

源。 有 学 者 认 为， 只 要 传 播 方 式 属 于“ 明

示 - 推理”模式，关联模式就有被应用的潜

力 [14]。因此，关联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文章标

题，标题的关联性是引起读者关注、促成阅

读的关键 [7]。

基 于 关 联 理 论， 现 有 研 究 主 要 以 新 闻

标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明示刺激的表现方

式、解读其修辞手法的运用。例如，陈慧玲

指出腾讯社会新闻标题中的明示刺激通常表

现为数字、设置悬念、借代等 [7]。周莹对今

日头条的研究表明，标题的明示行为可以通

过语用预设、网络用语、句类顺应等手段来

实现 [15]。但是对于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的

明示行为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图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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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视角下，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分析

科普“热文”和科普“冷文”标题明示刺激

的差异。

1.2 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微信公众号的研究自 2015 年

后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16]，仅 2020 年中国知

网收录的相关文献就达 3 950 篇，但专门针

对文章标题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主要集中

于对个案的质性分析，探讨其标题句式、修

辞等方面的创作技巧 [17-18]。关于标题的量化

研究散见于传播效果的综合性分析中，探究

标题长度、表述方式、标题位置等变量与文

章阅读量、点赞量之间的关系 [19-20]。研究表

明，标题长度对阅读量有显著影响 [16]，微信

公众号热门文章的标题长度多集中于 11~27

个字符 [20]。就位置而言，大标题栏区域的标

题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 [21]，存在“头条效

应”[22]。此外，吴中堂等指出，标题的导向性

词、句式是影响文章阅读量的重要因素 [23]，

标题的表述方式（特别是

疑问句、反问句和否定对

比句）对于吸引受众阅读

起到关键作用 [19]。因此在

形式层面，本文将从标题

句式、标题长度、标题位

置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根 据 伊 莱 休· 卡 茨

（Elihu Katz） 等 提 出 的 使

用与满足理论，受众点击阅读一条信息是主

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从中可以获得特定的心

理或行为效用 [24]，而这往往取决于媒介内容。

研究表明，文章内容是提升微信公众号传播

力的关键 [25]，主题框架的选择对传播效果有

显著影响 [26]，而标题是文章内容的“窗口”，

所以标题的主题是关键的明示刺激之一。还

有研究表明，以生动、有趣的语言表述科学

信息，避免抽象、晦涩的专业名词，微信公

众号文章能够收获更多的点赞，从而达到更

好的传播效果 [19]。此外，陈力丹认为，新闻

价值是衡量标题质量的重要标准 [27]。因此，

在内容层面，本文将从标题主题、标题价值

和标题用语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2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根据西瓜数据平台上 2019 年 12 月

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排名，筛选出“粉丝”

数量较多、活跃度较高、注册时间在三年以

上且较为稳定的 10 个科普类公众号（见表 1），

并抓取这 10 个公众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文章数据。本研究将各公众号中

阅读量前 5% 的科普文章视为“热文”，阅读

量后 5% 的科普文章视为“冷文”，剔除广

告，获得“热文”样本和“冷文”样本共计

872 篇。

2.2 方法一：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在的传播内容

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28]。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对样本进行了初

步统计，建立了分类系统，不断修改和完善

编码表，直至研究样本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

能且只能归入某一个类别中 [29]，最终内容分

析的类目及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1  10 个科普类公众号的基本信息

公众号

DeepTech 深科技
果壳
Nature 自然科研
环球科学
科普中国
中科院物理所
量子学派
知识分子
量子位
酷玩实验室

预估活跃
“粉丝”数 / 人

1 613 052
1 660 147
347 126
780 393

1 248 837
829 315

2 555 715
1 142 402
1 156 846
2 862 594

阅读量
后 5%/ 篇

59
76
29
30
84
35
3
21
46
53

阅读量
前 5%/ 篇

59
76
29
30
84
35
3
21
46
53

半年发文
量 / 篇
1 187
1 527
579
598

1 683
687
64
420
905

1 049

2022，17（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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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方法二：主题分析法

主题是数据集中围绕一个中心概念反复

出现的模式 [30]，主题分析法是一种用于识别、

分析和描述数据中的模式（主题）的方法。

从广义上来看，主题分析法类似于扎根理论，

它们基于相同的解释主义认识论，并且遵循

理论抽样程序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同步性 [31]。

表 3  文章标题的内容编码（部分）

自由节点

医疗、人体与健康

饮食

生活常识

生物

环境保护、环境资源

物理

地球科学
太空
AI、5G

数学知识、辟谣、其他

参考点

95

23

26

18

3

14

5
4
5

15

参考点示例
人体最大器官的“超能力”；猝死离我们有多远；意想不到的致胖
因素；荔枝病；“鬼压床”究竟是怎么回事；威胁女性健康的“头
号杀手”；“泪失禁”是怂还是病
需要忌酒的药物，还有这些；喝茶，真能抗癌吗；这种水果有剧毒；
鱼的这个部位千万不能吃
该不该洗牙；冬天多久洗一次澡最科学；南方人暖气疑问 9 连答；
袜子和内裤能不能一起洗
家猪为什么是粉色的；混乱程度毁三观的动物；你还在相信水熊虫
是地球最强；365 种花卉谱，保你啥花都认识
植树造林，让地球降温还是升温；中国稀土
12 个革命性的物理公式；物理学四大神兽物理学家；“过去”与“未
来”可能只是错觉；物理学的忧伤
这一年的神奇天象；地球上的这些超级深渊
神秘电波信号；太空中的性行为
5G 技术，源于这种数学方法；如果 AI 可以交流
世界上最孤独的数；近期最大的谣言；批量制造钻石；最小与最大；
掉入地下一万米

树节点

生活与健康

生态环境

自然科学

技术

其他知识

科
普
知
识

有别于扎根理论的是，主题

分析的目的是以丰富的细节

组织和描述数据集，而不是

必须发展出新的理论 [32]。

标题内容的分析主要

使 用 了 NVivo11 软 件， 第

一步对每个标题的内容进

行开放式编码，并将其标

记为自由节点；第二步对

各节点进行归类，形成树

节点，目的在于将开放式

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进行

类聚，划分出更高层级的

主要范畴；第三步对树节

点进行高度概括，得到核

心主题概念。在逐步凝练

主题的过程中，探寻“热

文”与“冷文”标题内容的差异点。

在初步编码中，“热文”标题形成 70 个自

由节点，类聚为 19 个树节点。“冷文”标题形

成 72 个自由节点，类聚为 17 个树节点。由于

两者来源于相同的公众号，内容取向和风格相

似，因而在树节点和核心主题概念的划分与

命名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最终标题内容被归

表 2  编码类目及数据统计结果

科普“热文”/ 篇
166
94
96
7
73
85
238
107
6

409
26
1
0
0
0
0
0

371
28
7
21
6
3

科普“冷文”/ 篇
210
133
55
3
35
86
278
70
2
2
70
219
85
35
18
6
1

393
20
5
7
9
2

占比/%
38.07
21.56
02.02
01.61
16.74
19.50
54.59
24.54
01.38
93.81
05.96
0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5.09
06.42
01.61
04.82
01.38
00.69

占比/%
48.17
30.50
12.61
00.69
08.03
19.72
63.76
16.06
00.46
00.46
16.06
50.23
19.50
08.03
04.13
01.38
00.23
90.14
04.59
01.15
01.61
02.06
00.46

类目
陈述句
疑问句
感叹句
省略句
多重符号叠加
0~15 字
16~25 字
26~36 字
36 字以上
头条
次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七条
八条
无特殊用语
术语转换
使用网络热词
句式化用
活用动词
多种特殊用语混用

标题
句式

标题
长度

文章
位置

标题
用语

标题
形式

标题
内容

媒体科普研究关联理论视角下微信科普文章的标题特征研究 <<< 金心怡     刘    冉    王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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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 5 个核心主题概念：“科普知识”“行业资

讯”“社会事件”“科学研究”“其他”。“热文”

的“科普知识”主题的归纳过程示例见表 3。

3科普文章标题形式分析
3.1 标题句式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科普“热文”和科普

“冷文”在标题句式上有显著差异（p ＜ 0.01），

“热文”标题句式的特征是：句式类型多样，相

较于“冷文”，对感叹句、省略句、多重符号

叠加句式的应用更多。62% 的标题应用了感情

色彩强烈、能够调动读者情绪的标点符号。而

“冷文”标题中的陈述句式占比最高（48%），

疑问句次之（30%），其他类型涉及较少。

根据关联理论，语言的一些元素不是通

过对概念意义进行编码，而是通过提供有关如

何进行解释的说明来促进交流，这些元素扮演

着程序性的角色 [33-34]。在面对面的口语交流

中，这种程序性工作可能是由节奏、语调线索

或者表情、手势等非语言行为来完成的。但是

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网络传播环境中，由于语

境的崩溃（context collapse），解释变得更为复

杂，此时书面介质（written media）中的标点

符号可以帮助填补在线环境中固有的语境裂缝

（contextual gaps），在意义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34]。

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

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 [35]159，不同的标题

句式体现出不同的叙述策略，给予读者不同

的心理暗示。例如，感叹句具有强调的作用，

在信息流中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疑问句和

省略句能够设置悬念，从而唤起读者的求知

欲，吸引其点击阅读。另外，在标题中运用

标点符号，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解释线索，

帮助读者辨别正在执行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34]，降低其处理认知语境的成本，更容

易实现最佳关联，从而被选择。

3.2 标题长度

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显

示，阅读量与标题长度显著相关（p ＜ 0.05）。

科普“热文”标题长度的均值为 21.46，科普

“冷文”标题长度的均值为 20.33。标题长度分

布如表 2 所示，“热文”和“冷文”0~15 字的

标题占比接近，16~25 字是最常用的标题长度

（占比超过 50%），但是 26 字及以上“热文”

标题的数量明显高于“冷文”，可见科普“热

文”更倾向于使用长标题。

根据关联理论，受众需要投入的认知努

力越高，信息的关联性就越低，就越不容易

被接受 [8]124。科普文章的知识性与专业性一般

较强，长标题有利于解释信息，降低受众的

认知成本，可能更容易被选择。但需要注意

的是，标题越长，读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就越

多，也更难以实现最佳关联，因此科普文章

的标题长度设置在 25 字左右较为合适。

3.3 标题位置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标题位置

对科普文章的阅读量有显著影响（p ＜ 0.001）。

根据表 2，几乎所有科普“热文”均位于头条

和次条，位于头条的比例高达 93.8%，仅有 1

篇位于第三条。本文再一次印证了微信公众

号平台存在“头条放大”效应，即推送列表

中的第一条内容更容易引起用户的关注和阅

读。而科普“冷文”则更多集中于中后位置，

仅有 2 篇位于头条，83.5% 的文章分布在第三

条及其后位置。

根据理查德·佩蒂（Richard E. Petty）等

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式，认知能力和动

机决定了信息被加工的程度 [36]。结合关联理

论的理解程序，读者在寻找解释时会选择最

省力的路径 [12]，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表现为按

照推送顺序进行浏览。在信息选择的初始阶

2022，17（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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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读者的积极动机较强，更可能投入较高

的认知成本，因此被视为最佳关联的可能性

更高，而读者一旦实现了最佳关联，就会终

止搜索过程 [35]159，大大降低了靠后位置的文

章被阅读的概率。

4科普文章标题内容分析
4.1 标题主题

主题分析的结果见图 1 所示，“热文”标

题的核心主题按照比重排序为：“科普知识”

（47.71%）、“ 社 会 事 件 ”（20.41%）、“ 行 业 资

讯”（13.30%）、“科学研究”（10.78%）和“其

他”（7.80%）。“冷文”标题的核心主题按照

比重排序为：“科普知识”（39.22%）、“行业资

讯 ”（22.94%）、“ 科 学 研 究 ”（19.04%）、“ 其

他”（9.86%）和“社会事件”（8.94%）。

具体到树节点层面，在“科普知识”主

题中，“热文”高度集中在“生活与健康”领

域，占比为 69.23%，其他类别占比较少，内

容倾向性明显。“冷文”中“生活与健康”占

（a）  科普“热文”

（b）  科普“冷文”

比为 39.18%，与其他类别占比的差距较小，

内容倾向性不明显。在“行业资讯”主题中，

科普“热文”和科普“冷文”都较多涉及“科

技公司动态”和“信息技术”内容。在“社会

事件”主题中，科普“热文”80.90% 的内容

涉及“热点事件”，而科普“冷文”中“热点

事件”占比仅为 17.95%。在“科学研究”主

题中，科普“热文”的“科研成果及进展”

和“科研人物”内容占比相近，而科普“冷

文”中“科研成果及进展”内容占据绝对优势

（78.31%）。“其他”主题用以归类一些不能划

分到四个核心主题的内容（见图 1）。

4.2 标题价值

根据上文对于标题主题的分析，可以发现

科普“热文”的主题选择体现出接近性（“生

活与健康”内容占比突出）、新鲜性（“热点事

件”内容占比突出）和显著性（“科技公司动

态”和“科研人物”内容占比相对较高）的倾

向，接下来从这三个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分析。

接近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事实产

生或发生的空间与新闻传播指向空间的关系；

二是事实本身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与人们利益

的关联程度；三是新闻事实与人们在心理上、

情 感 上 的 距 离 关 系 [37]132-133， 据 此 可 归 纳 为

地理、利益和心理情感的接近性。在地理接

近性上，根据标题内容（知识、人物、资讯

等）所涉及的地域指向，可以划分为国内信

息与国外信息，鉴于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国内

用户为主，将国内信息视为接近性较高的内

容。在利益接近性上，将满足人们生活、学

习、工作等方面需求的信息视为高接近性内

容，这类内容主要分布在“生活与健康”“生

态环境”“科研成果”等类别中。在心理情感

接近性方面，将具有情绪诉求和心理暗示、

能够引起读者意识反应 [37]132-133 的文章视为

高接近性内容，具体到本文即指含有暗示性

媒体科普研究关联理论视角下微信科普文章的标题特征研究 <<< 金心怡     刘    冉    王国燕

图 1  科普“热文”和“冷文”主题分布



044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词语（例如，主观词“我”“我们”“你”等）

和导引性词语（例如，“小心”“注意”等）的

标题。对比发现，科普“冷文”和科普“热

文”在接近性上存在较大差异（见图 2），科

普“热文”的接近性较高。

新鲜性体现在时间上的“新”，媒体报道的

速度越快，信息的实现价值就越大 [38]。对于热

点事件的追踪是科普文章新鲜性的重要体现，

科普“热文”在“社会事件”主题中，有 72

条标题内容与 “华为事件”“黑洞”“基因编

辑”等社会热点议题有关，是公众的焦点聚

向。科普“冷文”在“社会事件”主题中，

只有 7 条涉及热点事件，对于时效性把握不

足。新鲜性还体现在心理层面的“鲜”，即给

受众提供新奇的事实，科普“热文”中有 42

条标题包含颠覆常识的反差信息，例如“经

济衰退时期，死亡率为何反而下降？”。而科

普“冷文”中仅有 18 条标题涉及该类内容。

显著性体现在事实信息中的人物、地点和

事件的重要程度或知名程度 [39]，本研究中标题

的显著性一方面体现为含有名人、名地、名公

司等信息，科普“热文”中此类标题有 76 条，

其中涉及国外的有 24 条；科普“冷文”中此

类标题有 80 条，涉及国外的有 51 条。虽然两

者在总量上相差无几，但是科普“热文”主要

关注国内信息，接近性更高。另一方面，标

题中“最高级”词语（例如，“史无前例”“首

次”“世界上最……”）的运用也突出了事实的

显著性，科普“热文”中有 61 条包含“最高

级”词语，科普“冷文”中仅有 28 条。

综上所述，相较于科普“冷文”，科普

图 2  冷热科普文章的内容接近性差异

“热文”在接近性、新鲜性、显著性方面表现

更佳。信息的接近性越高意味着与接受者既

有认知和信念的相关性越高，而显著性会影

响读者对信息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就决定

了接受者是否会投入必要的认知努力来处理

这些信息，而投入认知努力是实现最佳关联

的前提。此外，在关联理论中，信息对接受

者认识的影响越大，关联性越高 [8]46-49，具有

新鲜性的内容能够在信息过于饱和的传播环

境中轻松夺取用户的认知资源，最终提高阅

读量。

4.3 标题用语

新媒体的发展对标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追求可读性向追求易读性和悦读性转变 [40]，

而统计数据表明大部分微信科普文章的标题

只是平铺直叙，科普“热文”和科普“冷文”

总体上在标题用语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p ＞

0.05）。但也有部分标题采用了以下几种特殊

的用语策略。（1）术语转换，即对专业术语

进行二次加工，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

显，例如标题“重大突破！‘长寿药’世界首

次用到人类身上，效果惊人”，作者用“长寿

药”代替了抗衰老药物 Senolytics，打破了专

业壁垒，易于读者理解。（2）使用网络热词，

例如“波士顿动力上演‘大力出奇迹’：10 只

机器狗拖动大卡车”，以受众熟悉的语言进行

表达，能够有效拉近标题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使科普更“接地气”。（3）句式化用，即改编

公众熟知的某句话语，灵动而贴切地传达信

息，例如标题“上新了，DNA”套用了热播

综艺“上新了，故宫”的句式。（4）活用动

词，这种用语策略通常能够实现拟人的效果，

增加标题的生动性，例如“PNAS：揪住最致

命 RNA 病毒的‘小尾巴’”。

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个体共享一定数

量的知识是交流的前提 [8]18。科普文章的读者

是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

2022，17（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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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对自然科学、高新技术等专业性较强

的信息并不共享同一个认知语境。因此，晦

涩的科学知识如果不经过通俗化的转译，是

难以实现有效传播的。因此，在制作科普文

章标题时应该避免堆砌专业词汇，采用一些

特殊的用语策略，使其通俗化、形象化，降

低读者的认知成本。

5结论与讨论
如何进行有效的科普一直是学界与业界

的焦点议题。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科普

的原有格局，呈现出科普主体多元化、科普

内容多样化等特性，为科普带来了新机遇，

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挑战。新时期的科普应该

密切关注科普需求侧 [41]，以获取公众注意，

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因此，在信息过载、信

息高度同质化的传播环境中，什么样的科普

文章能够吸引用户进行点击和阅读，值得探

讨。本文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从形式与内

容两方面对比了科普“热文”与科普“冷文”

的标题差异，发现“热文”标题主要有以下

特征。

在形式上，科普“热文”的位置高度集

中在头条与次条；较多地使用能够调动情绪、

产生心理暗示的标题句式；倾向于表达丰富、

叙述完整的长标题，标题字数在 25 字左右。

这些特征使得“热文”标题表现出的明示刺

激更加突出，为读者实现最佳关联提供多方

面 的 助 力。 在 内 容 上， 科 普“ 热 文 ” 倾 向

于“科普知识”“社会事件”“行业资讯”等

主题，注重内容的新鲜性、接近性和显著性，

这些特征提高了信息的关联性，最终促进用

户点击阅读。

基于对“热文”标题特征的分析，为科普

工作者的内容创作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要

善选报道主题。在科普内容的选择上应该“拒

绝中庸”“执其两端”，以引起读者既有认知的

变化。一则，尽可能地贴近公众的现实需求，

在描述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强调其与公众日常

生活的关联，凸显内容在地理、利益、心理情

感等方面的接近性。二则，可以呈现新奇有趣

的科学事实，让读者产生“奇怪的知识又增加

了”的感觉，通过打破读者先入为主的经验化

思维，实现较好的语境效果。

另一方面，要重视标题创作。在注意力

稀缺的新媒体环境中，标题是实现有效传播

的第一入口。首先，可以运用感叹号、问号

等标点符号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解释线索，

实现设置悬念、突出强调的效果，积极调动

读者的认知语境。其次，在标题用语方面应

该避免专业、晦涩的专业词汇，可以通过活

用动词、使用网络热词等策略打破知识壁垒，

降低读者阅读标题时的认知努力。同时，还

可以使用“首次”“第一”等最高级词汇，“小

心”“一定”等警示性词汇，给予读者明示刺

激，尽可能引起用户心理上的变化。

总而言之，科普文章的生产与传播，要不

断向消除专业壁垒、建构交流空间、实现受众

的有效解读靠拢，以激发公众的兴趣，让受众

自主进行更深入的发掘与思考，从而推动我国

科普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的有益作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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