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大铁锅演示
中国天眼原理、带孩子

们用塑料瓶造“火箭”冲上
百米高空……近年来，越来越
多科普短视频成为网络爆款，
不少专家、教授、院士拥有百万
粉丝，高端、艰深的科学知识
以通俗、有趣的面貌进入公

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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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科普“网红”现象：

教授、院士纷纷“破圈”，吸引百万粉丝……

手握一根塑料管，轻松地“驱赶”一束塑料
丝，塑料丝神奇地飘浮起来，如同一只章鱼在空
中游走。这是令退休物理教师唐守平走红网络
的一段短视频。作为科普“网红”，唐守平在抖音
平台拥有近百万粉丝，先后发布300多个科普视
频，多条短视频播放量达2000多万次。

“商品名叫七彩神仙，正式名叫盘丽鱼属，
长得跟个盘子似的……”这条幽默的生物鉴定
视频播放量超 460 万，制作者为 B 站的“无穷小
亮的科普日常”。在 B 站上，以“实时讲解＋原

创动画短片＋专家出镜解说”为特点的大量科
普短视频播放量很高，一批科普从业者也由此

“出圈”走红。
在此之前，人们对“网红”的印象标签主要为

“颜值漂亮”“善于带货”。而时下，不少短视频平
台推出的科普“网红”，不“以貌取胜”、以传播知
识为目的，也同样吸引大量粉丝。

他们或是退休的教授、院士，或是在医卫、自然、
考古等领域颇有心得的专业人士，又或是专门从事
科普教育的知识达人，粉丝量从几十万到数千万不

等。他们的视频不仅点击量高，且与网民互动热烈，
常常引来大量点赞、留言，评论区里更有很多人在不
停地刨根问底。

《2022 抖音知识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知识
类内容呈持续增长态势，知识类作品发布数量
增长 35.4%。截至 2022 年 10 月，抖音万粉知识
创作者数量超 50 万，同比增长 69.6%，其中科普
类创作者数量增长达 80.4%，认证的教授数量
有近 400 位，涵盖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多个
领域。

科普“网红”吸引百万粉丝

不少科普“网红”表示，踏入互联网的目的是
激发年轻一代的科学兴趣。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在抖音拥有逾 470 万粉丝的科普“网红”吴於人
说：“我们和科学打一辈子交道了，有责任让孩
子们感受到科学的趣味，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
创造力。”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等专家认为，科普“网
红”集体走红并非偶然，背后包含社会需求增加、
传播渠道更迭、内容形式创新等多重原因。

——科学素养提高、受众群体增加。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提出，2025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将超过 15%。随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群体迅
速增加，在“90后”“00后”集聚的社交媒体上，知
识需求带动一大波新流量。比如，此前一些科普

“网红”多角度解读热点话题“量子纠缠”，引发年
轻观众频频在线“催更”。

——网络教育和信息打假等需求激增。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昶表示，作为移动互联

网的“原住民”，青少年通过加深对非体系化知识
的理解，也有效提升了线下深度学习的意愿。“为
什么年轻人爱上用B站学习”的话题，一度引发
热烈讨论。此外，互联网中不乏打着科学旗号的
虚假信息，一些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通
过鞭辟入里的讲解，引导公众去伪存真，真实了
解前沿新知，因而备受欢迎。

——传播方式提升科普效果。
陈昌凤认为，短视频科普走红，部分原因在

于用户能以极低时间、空间、经济成本学到不同
类型知识。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表

示，短视频互动性强，摆脱了传统科普的单向传
授模式，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同时，短视频平
台可通过技术手段帮助受众区分科普价值，精
准推送给有需求的用户，让科普内容更易被广
泛接受。

——内容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科普短视频走红离不开精心创作的内容。

许多科普作者善于捕捉社会热点，在回应公众
关切同时提炼科学知识，创作视角也较为平民
化。受访人士表示，科普短视频走红与作者的
个性化风格密不可分。“把科学知识巧妙融入好
玩的段子里更易被人们接受。”外科医生、科普

“网红”程才说。“要像聊天一样传播知识，讲的
内容要使对方产生兴趣、听得下去。”科普“网
红”补艾松说。

集体走红的“流量密码”

高质量科普有助于培育科技创新人才。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指出，科学家要让社会公众
更加理解和支持科学，肩负着向社会更好传播科
学知识的责任。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深入
推进科普信息化发展，大力发展线上科普”。《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也明
确提出，以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大力开
发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科普作品，实现科普内容
多渠道全媒体传播。

受访专家表示，科普工作是科学家的社会

责任之一。目前，一些科技工作者仍存在一定
认识误区，认为科普是“小儿科”，对参与科普活
动有较多顾虑，也欠缺以通俗易懂视听语言表
达的能力。

科普“网红”李永乐表示，应进一步健全完善
人才评价体系，切实增强科普工作者的职业荣誉
感，激励更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事业。

在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业内人士也
指出，科普短视频领域存在专业化不足、同质
化严重、商业化过度等问题。如有科普博主
发布“高铁上的蚊子为何不会被甩到车尾”的
短视频，其结论被物理学专家“打脸”；还有科

普视频作者假冒专家贩卖焦虑，甚至推销劣
质产品。

业内专家表示，科普短视频创作、发布应建
立完善审核把关机制，对于内容、形式、导向等做
好审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定期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治理“伪科学”乱象。

此外，有专家指出，科普短视频作为一种“知
识快餐”，无法取代系统化的专业学习。应更好
促进线上科普与线下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让年
轻观众不仅喜爱科普“网红”，更因此爱上科学，
进而充满热情投身科技创新。

（据新华网）

助力科学家承担新时代社会责任

科普“网红”王印（中）与孩子们一起用塑料瓶制作“火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