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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科普展现更多新模式、新形式、新手段。近年来，多位老科

学家成为“科普达人”，在网络上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云科普”。他们

通过风趣幽默的讲解，让专业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深受年轻人喜爱。

这些老科学家为何会选择拥抱网络、面对镜头，为万千网友带来精彩纷呈、

生动有趣的科普内容？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汲取知识、提升科学素养？让我们听

听这些科学家的故事。

——编 者

图①：刘嘉麒在为科普视频

拍摄做准备。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供图

图 ② ：王 渝 生 在 录 制 科 普

视频。 受访者供图

图 ③ ：汪 品 先 在 录 制 科 普

视频。 刘志伟摄

图④：金涌参加知识节目《院

士开讲》。 项智豪摄

图⑤：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

家投身科普工作，科学普及与科

技创新齐头并进，助力创新型国

家建设。图为近日在安徽省“合

肥科普游”活动现场，少年儿童在

合肥经济学院体验虚拟现实设备、

学习人工智能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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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似海，海有多深？”“深海

压强那么大，为什么没有把深海生

物压扁？”打开我国著名海洋地质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

教授汪品先在某视频网站主页，一

个个生动的短视频引人关注。

“海洋太有意思啦”“这说话太

有气质了”……视频播放弹幕区中

的大量评论，表达着观众的喜爱，

体现着这块科普小天地的吸引力

和热度。汪品先风趣幽默、深入浅

出地讲解着海洋科学知识。他播

放最多的一期视频《百慕大三角到

底有什么秘密》，播放量已经超过

了 400 万。

汪品先今年 87 岁高龄，曾在

82 岁时 3 次随深潜器深潜南海，最

大深度达 1400 米。除了在海洋科

研领域的贡献，如今他也以另外一

个身份活跃在人们视野中——作

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科普达人”，

他在某视频网站做科普仅仅两年，

就收获“粉丝”近 180 万。

为什么要致力科普？

汪品先这么理解：“地球系统

科学有很强的趣味性，更容易被社

会公众所接受。比如深海，就是科

普的绝佳领域之一。”

他 认 为 ，科 普 不 光 是 服 务 大

众，对科学家自身也有益。比如，

地球系统科学具有跨学科特点，

科学家本身就需要跨学科交流，

有天然的科普需求。“我要懂你的

学科，你要懂我的学科，要彼此了

解，那就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表达。”

迅速成为科普“网红”，汪品先

认为有赖于自己找到了和年轻人对

话的方式——讲故事。“在学校里讲

课，一堂课只有几十、几百个学生听

讲，在互联网平台上，经常有几万、

几十万个观众。”汪品先说，他很喜

欢和年轻人交流，希望自己的经验

和想法可以帮到更多的年轻人。

把科普故事讲好，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很多心血，

汪品先每次都精心准备、认真对

待。“教学、科研和科普可以无缝连

接。一个好的科学家，应该能够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来 表 达 科 学 知

识。因为吃透了自己的研究，就能

够运用自如。”

不仅推出科普短视频，汪品先

还积极参与各类科普讲座和论坛，

在同济大学开设通识课，并出版了

《深海浅说》《科坛趣话》《十万个为

什么（海洋卷）》等科普书籍，深受

读者欢迎。

“科学家要和大家一起推进科

普事业发展。”汪品先说。

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

做科普要善于讲故事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能被人体吸收的生物“塑料”

是怎么研制出来的？被划破的航

天器如何自动“愈合”？……前不

久，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

学工程系教授金涌入驻某短视频

平台，发布了几十条短视频。从可

控核聚变到石墨烯，从能源转型到

循环经济，他把深奥的科学原理与

日常所见的现象融会贯通，展现出

一个奇妙的科学世界。

金涌是我国化学工程领域的

专家，主要研究高速流态化、清洁

化工工艺、粉体技术等。在长期的

教学科研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科

普的重要性。

“ 学 习 和 创 造 有 很 大 不 同 。

10 多年前，学校的学术活动节邀

请我作报告，我想到的题目就是

‘如何培养科技创新思维’。”金涌

回忆。当时，这场报告取得了热

烈反响，让金涌意识到自己抓到

了一个真问题。此后，他不断丰

富自己的“素材库”，并把创新与

发明的大师轶事、自己对创新的

理解领悟等，用更接地气的方式

表达出来。

金涌做科普的另一富矿，是自

己从事的化学工程领域。

金涌说：“老百姓的衣食住用

行，都离不开化工；高端制造业和

循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化工。”

于是，金涌联合多位院士、几

十位高校院所的专家，耗时 6 年，

组织制作系列科普视频《探索化

学化工未来世界》，通过讲述前沿

的化学化工科技成果，让社会公

众了解化学化工知识。

在 科 普 视 频 制 作 过 程 中 ，金

涌带着大家动手撰写脚本。如果

内容不够通俗易懂，就反复修改

打磨。拍摄时为了实现对抽象概

念的可视化、具象化，金涌带领团

队与艺术工作者们协作，通过动

画制作、演员表演等多种形式，将

抽象的科学概念形象生动地展现

出来。

在金涌看来，科普的意义十分

重大，一是能够更早地识别、发现

创新人才，二是有助于新技术的推

广和产业的发展，三是让伪科学失

去“市场”。金涌也常将科普比作

“播种”：“有人说我拍的片子小孩

可能不太懂，但现在我们就是在孩

子心里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科

学普及就是‘播种’。”

已从教学科研一线退下来的

金涌，继续为科普事业发光发热。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他积极利用新

的平台来进行科普工作。“我们应

该用新的技术去传播知识。”

“一个人对科学的兴趣往往源

于热爱，而热爱的前提是要产生

‘共鸣’。我一直从事科研，深刻理

解这个‘共鸣’对于创新的意义与

价值。”金涌说，“做科普和教书育

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

教书育人是基础性、系统性、渐进

性的，而科普要注重时效性、针对

性，它们都是一个人终身教育不可

缺少的部分。”

化学工程专家金涌院士

科学普及就是“播种”
本报记者 谷业凯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嘉

麒，希望你们对地球科学感兴趣。”

2021 年 11 月，年逾 80 岁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嘉麒，开始在

互联网上从事科普传播。

在科普视频里，带着亲切和蔼

的笑容，刘嘉麒将火山地质的知识

娓娓道来。不少人刚看完开场白

就喜欢上他，在弹幕区里叫他“火

山爷爷”。两年时间里，刘嘉麒陆

续在网站上更新了 100 多条短视

频，很多都与火山有关，比如《把冰

山扔进火山会怎样》《火山浑身都

是宝，人类的力量可以挖空火山

吗》《火山里“长出”的地下森林在

哪里》等，既生动又有趣。每条视

频的进度条块也被设计成喷着烈

焰、淌着岩浆的小火山。

刘 嘉 麒 一 直 认 为 ，科 学 普 及

是科学家的天职，科学家有义务

承担起这份责任，在科学普及中

作出贡献。多年来，他自己也一

直站在科普事业的一线，每年他

都要利用业余时间到全国各地做

科普报告。

“科研的本质是创新，科学普

及是把科研成果讲给公众，助力提

升公众科学素养。”在刘嘉麒看来，

“科研和科普相辅相成。如果放弃

了科学普及的空间，还会给伪科学

留出空间。”

近年来，随着科普传播平台越

来越丰富，为了贴近更多的年轻

人，刘嘉麒把科普阵地搬上年轻人

喜爱的视频网站。刘嘉麒说：“科

普不光要内容丰富，形式也得丰

富，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准备讲稿、制作幻灯片……这

些工作并不容易，但每次刘嘉麒都

是亲力亲为。

在科普中，刘嘉麒还常常与年

轻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思考。他觉

得，人的一生应该吃点苦，“我吃过

苦，所以生命力比较顽强。”

视 频 里 ，刘 嘉 麒 将 自 己 走 过

的路、经过的事、吃过的苦，都变

成了有滋有味的故事，让观众在

轻 松 愉 悦 中 收 获 人 生 道 理 。 比

如，他笑眯眯地讲述自己在西昆

仑山考察时，瘦到皮带都能多勒

进 去 两 格 ，“ 想 减 肥 的 可 以 来 学

地质，强身健体。”他也乐呵呵地

调侃自己去南极考察时，因为晕

船“ 从 头 吐 到 尾 ，就 差 肠 子 没 吐

出来”。

刘嘉麒说，他会继续和更多的

年轻网友分享有趣的火山知识和

地球科学进展，引导更多的人走近

科学、爱上科学。

地质学家刘嘉麒院士

引导更多人爱上科学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今年 5 月，在视频网站上，中

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的一个科

普视频火出了“圈”，累计播放量超

过 200 万。视频里，王渝生坐在一

棵大树下，从科学的层面讲述人体

衰老的原因，之后再话题一转，说

变老没那么容易，保持年轻状态应

该怎么做……

看到传播效果那么好，王渝生

更加坚信，科普一定要深入浅出，

考虑年轻人的接受习惯。

80 岁的王渝生自称“科普老

顽童”，通过视频网站平台，他与年

轻人聊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也聊

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的先驱人

物。作为我国首位科学史专业博

士，读硕士研究生时，王渝生就发

表过科普文章。到中国科技馆工

作后，他对科普和科学教育有了更

加深入的理解。

“孩子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这是做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素质

之一。”在王渝生看来，让孩子从拥

有好奇心到成长为真正的科学家，

中间的道路很漫长，必须通过教育

引导，使孩子们在实践中逐步了

解、学习科学的思维，而这正是科

普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卸任中国科技馆馆长职务后，

王渝生成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

科普演讲团的一员，应邀为全国各

地中小学生作科普报告。与青少

年打交道，给孩子们谈科普，他越

发感到：“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

门大学问。”

移动互联网兴起时，王渝生已

近 70 岁，为借助网络平台更好传

播科学知识，他学会了使用微信、

上短视频平台。一场线上科普活

动，有时观看人数达到几十万，这

让他深切体会到新的科普传播途

径的影响力。

“互联网传播更广泛、更深入，

将科学知识向亿万群众普及成了

可能。”和青少年在一起，王渝生感

觉自己也“变年轻了”：“孩子们的

好奇心和青春气息，无时无刻不在

感染着我。”这也是他自称“科普老

顽童”的由来。

外出作科普报告，王渝生总会

在幻灯片上留下自己的电子邮箱

和联系电话，便于同青少年交流。

“我希望能为国家科普事业发展再

贡献一些力量。”他说。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本报记者 喻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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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2 月，中国科学

院联合中宣部等单位共同发

起“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

讲活动，至今已在全国开展科

普活动 2000 余场次，广泛传

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在推动科学普及上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

1997年，中国科学院老科

学家科普演讲团成立，主要由

中国科学院离退休研究员组

成，也有高等院校、解放军和国

家各部委的教授和资深专家参

加。演讲团成立 20多年来，足

迹遍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778个市、县。截至 2022年 12

月，演讲团已演讲超过 3.63 万

场，听众约 1321万人次。

1999 年 ，经 中 国 科 学 院

院士王绶琯倡议，61 名科学

家 联 名 发 起 成 立 北 京 青 少

年科技俱乐部，其中包括 45
位两院院士。 20 多年来，先

后有 800 多位科学家出任北

京 青 少 年 科 技 俱 乐 部 的 科

研 导 师 ，用 一 双 双“ 大 手 ”，

引 领 着 青 少 年 走 进 科 学 的

大门。

■深度观察R

■延伸阅读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