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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食美妆到科学教育，中国短视频内容正从泛娱乐休闲类向知识
分享等专业化、垂直化的方向拓展。知识科普类短视频逐渐成热门领
域，以抖音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让科普更个性化、场景化，也使知识的
普惠、分享和共创成为可能。

点燃更多人对科学的热情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8.5亿，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随着短视频蓬勃发展，涌现
出越来越多拥有知识、热爱分享的科普达人。

人大附中物理老师、知名科普视频创作人李永乐近日联合中科大副
研究员袁岚峰等发起科普超能计划，他们将依托西瓜视频平台，挖掘和
培养更多科普创作新人。自2017年5月入驻西瓜视频以来，李永乐长期
分享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凭借有趣、独特的讲课风格迅速走
红。他已制作逾400部科普短视频，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单条视频最
高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我感到自己的价值被互联网最大限度地放大
了。”李永乐说。

四川省广元中学化学老师、抖音科普达人向波通过生活化的选题、
趣味性的讲述、专业化的内容传递“万物皆化学”的理念，深受学生和网
友的喜爱。“原本自己一堂课只能影响教室里的四五十名学生，但现在我
是抖音上 600多万粉丝的老师。”他坦言，“是学生帮我拍的第一个抖音
视频启发了我，用好传播工具，能够消弭知识传播的时空壁垒，点燃更多
人对于化学的热情”。

让抽象的科学“接地气”

相较于传统的图文形式，用短视频传播知识具有四大特性：知识传
播的即时化、知识呈现的人格化、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复杂知识的通俗
化。专家表示，短视频可以把知识点浓缩，以更加形象的方式传递给受
众，生动、有趣、互动性强，一改知识艰深枯燥的外貌，拉近了大众与科学
知识之间的距离。

如何让知识解析变得好玩？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模型师老原儿”本
名叫宁原，原是央视科普节目的出镜实验员。从传统媒体从业者到抖
音、西瓜视频上活跃的科普达人，宁原在做科普这件事上从不含糊，他把
大量时间花在查资料、做实验、找权威信源上，只为确保视频内容的正确
性。为了展现“双叉犀金龟如何把猎物挑飞”，他特地从国外购买超高清
昆虫视频，在家看了一遍又一遍，就为了研究双叉犀金龟的准确动作。

“让抽象的科学‘接地气’”“让更多人知道科普和生活密切相关”是
宁原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相比传统的科学讲解，他擅长通过手工制作的
逼真模型来呈现科学原理，更喜欢“用实物，给镜头，让观众清晰地感知
细节”，这源于他曾从事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宁原制作的短视频通俗
易懂、妙趣横生，包括山火为何复燃、小龙虾的生理构造、蚊子为啥叮你
等主题。“科普视频做得过于高深或者晦涩，就达不到科普的效果，失去
意义。”宁原认为，“既能让小学生看懂，也能让成年人感到有趣，这才是
成功的科普视频。”

进一步推动“全民科普”

在宁原看来，做科普视频的最大难点不在“科”，而在“普”，即如何最
大程度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普及给最广泛的受众。有位粉丝曾私信宁
原，说在学校考试的地理题中有一道是“山火”，她立刻想到了宁原发过
的视频并顺利解题。宁原得知后颇有成就感，他希望在课本教育之外，
用科普方式挖掘身边的细节，让大家尤其是孩子们保持对生活的好奇
心。

目前，许多短视频平台都构建了各有特色的科普内容池。如抖音单
个科普视频时长较短，知识点更聚焦，讲解更直白，趣味性更强。而西瓜
视频侧重于时间较长的科普视频，内容信息量更大，观众接收到的知识
更全面、更连贯。

据悉，截至今年2月，抖音平台上粉丝过万的知识
创作者达9万个，共发布逾2586万个知识视频，累计播
放量超过2.4万亿次。业内人士指出，短视频平台打破
知识传播和理解的壁垒，有望成为“知识普惠”的助推
器，推动全民科普时代的到来。

（据《人民日报》）

尽管经历了 2020 年“最长春节假期”“最短春季学
期”，但是暑期家庭亲子游、上班族的休假游等并未因此

“缩水”。相比过去热门的欧美游、东南亚游，今年周边游
火爆。别样的经历和体验让很多人惊呼，其实精彩就在

“家门口”。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吴晖最近几个周末逛了不少“网红

地”，包括薰衣草公园、“上海之鱼”的花海、明珠美术馆
等。“以前总想着攒个长假飞国外，现在放慢节奏，短周期、
多频次，才发现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有很多新变化，值
得用脚步去丈量。”吴晖说。

上周末前往杭州上天竺和西溪湿地的上海白领朱晓
蕾也表示：“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跑出去放空一下。虽然
去过很多次杭州，但对这个城市百看不厌，每次去都会有
新的感受，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同程旅行近期发布的《2020暑期居民出游趋势报告》
显示，从全国主要旅游景区暑期的客流量变化来看，几乎
每个双休日都是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周的周边游客流中，
周六和周日分别占比 22.5%和 23.2%，基本相当于平日客
流水平的两倍。

为了提振暑期文旅消费信心，不少景区除了推出各式
各样的门票优惠活动，还在产品创新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比如四川雅安碧峰峡景区推出了动物科普小课堂活动；泸
州欢乐派海滩公园增加了夜间沙滩灯光秀、水上飞人表演
等。

上海世茂精灵之城主题乐园项目负责人楼旋说：“自
从乐园开展夏日狂欢季系列活动以来，包括户外梦幻灯光
秀、大型水幕秀，室内亲子密室挑战赛、精灵创意绘画赛
等，吸引客流稳步提升，7月销售额环比增长近50%。”

同程国旅境内游首席执行官周中伟表示，今年暑期国
内的亲子游目的地、研学基地、夏令营等有机会承接部分
由出境亲子游及研学旅行转移过来的市场需求，线路结构
上以中短途为主，高铁里程3小时范围内的线路会更受欢
迎。

来自无锡的大学生黄钧昱刚刚结束桂林 4 天游，他
说：“看到无锡飞桂林的机票只要 180 元，便宜得不可思
议，我决定说走就走。不仅是机票，平日里一房难求的民
宿，如今人少了、便宜了，住起来更加舒适了。”

除了门票价格打折、旅游产品创新，让老百姓开心出游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各地对防疫安全保障的重视。带着一家老小从贵州旅游回来的上
海市民沈海春说：“一路上有‘健康码’相伴，很多景区都采取预约、限流、体
温测试等措施，我们玩得十分安心。”

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一位门店销售人员坦言，大家出行最关心的
还是安全，人们对长途旅行会观望或者比较谨慎，不愿意挤大巴、吃团餐，
更愿意短线自驾游、长线组小团，选择相对空旷且风景优美的线路。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楼嘉军认为，这次疫情对于旅游行业来说机
遇与挑战并存。虽然一些促销手段短期能够刺激旅游消费，但并不是长久
之策，行业能否有效恢复还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走势。预计疫情推动
旅游业的改变将会是长久的，过去一些产品可能不再适用了，这需要旅行
社“走出去”，发掘新资源，设计新产品，不断满足居民休闲度假新需求。

（据新华社）

科普短视频，让“高冷”知识更好玩
拉近大众与科学知识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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