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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钟的各种精彩

从凡客诚品CEO陈年讲述的凡客故事，到萤火虫研究专
家付新华在现场熄灭一盏灯点亮萤火虫；从《中国水危机》作
者马军展示触目惊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到中科院研究
员徐星娓娓道来恐龙如何在进化中飞向蓝天；从桔子水晶酒
店创始人吴海激情澎湃、直面现实的演讲，到文化人类学学
者、德国人小柯披上彝族传统服饰唱起《橄榄树》；从博导李
淼解释那“听不懂，但似乎很厉害”的暗能量、探究世界究竟
是几维，到著名导演张元用他的电影作品开启二十年的变迁
之旅……

8 月 4 日下午，一场由《南方周末》倡导发起的“Think+
2012”思想盛宴在北京开启，来自科学、技术、设计、文化、艺术、
传媒、社会、商业等不同领域的8位专业人士，用16分钟的演讲
与现场300多名听众分享了他们的创见与智识。

“分享”成公众教育关键词

“最大的收获在于，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和思维去探讨关于
科技或泛科技文化的多元性。”对平时关注互联网较多的极客
公园编辑吴江而言，此次活动中嘉宾来源的多样性是吸引他
的亮点之一。在他看来，科普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普及科技知
识，更重要的在于激发创意和灵感，启迪思考，并做出改变。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人开始借助网
站、视频、微博、线下沙龙等多种形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
或创意，“分享”成为公众教育的关键词之一。科学松鼠会创
始人姬十三就曾提出“让分享科技成为文化风尚”的理念，科
技与传播的断层是根本原因，日常生活中看不到太多科技的
话题，人们没有科技意识，社会没有文化氛围。在这一环境
下，分享科技是搭在科技与传播之间的一座桥梁。

虽然网络让知识的获取更便捷和多元，但公众的科普教
育依然面临诸多难题，例如，怎样更好地激励来自高校、研究
所的一线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普教育；如何通过更包容的教育
方式、更有效的参与形式激发公众兴趣并投身其中，让“小众”
科学走向“大众”。

让“小众”科学走向“大众”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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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由左至右）
徐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马军，2012年度戈德曼国际
环保奖得主、《中国水危机》
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付新华，华中农业大学植物
科学技术学院植物保护系昆
虫学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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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上学习+线下交流”模式

“open your mind”

付新华：科研工作者有责任去做
科学知识的普及，通过媒体、网络等途
径去解答公众疑问，引导公众关注环
境问题、保护环境。在研究萤火虫的过
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凭我个人的力量是
不够的，要让大家跟我一起保护环境。
一开始我想利用影像的力量让更多人
喜欢萤火虫，后来也写科普文章。

但目前，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普工
作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报酬少、学校
和国家没有相应支持或鼓励政策。
科普是一项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工
作，但我国的科普文章、照片的稿酬
都很低。而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
不够，千辛万苦拍到的照片放到网上
后很容易被盗用。因此，不少科研工
作者最多花 20%-30%的精力做科普，
其余都忙于申请科研经费、发论文、
评职称。反而是草根 NGO 在科普、
环保方面的活动做得相对较好。

马军：在写完《中国水危机》后，

我一直在思考环境保护的症结在哪
儿？付出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为什么解
决不了。最终我认为，最主要的矛盾不
是缺乏技术或资金，而是缺乏动力。

这主要是由于环境执法松懈，环
境诉讼艰难，资源成本非常低，所以
企业最终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解决
环境问题。而形成动力最终需要社
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但公众参与有个
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环境信息的
公开，建立一种新型的透明参与的环
境治理的机制。

在国外，科学家都会主动协助公
众理解环境问题，降低阻碍公众加入
环保工作的门槛，而不是用专业术语
将他们拒于千里之外。所以，我们要
协助公众解读环保信息，并提供一些
切实可参与的形式。我们一些合作
伙伴如NGO组织，志愿者，甚至普通
网友，也走到污染源旁边，拍下照片，
定位位置，共同形成了“中国重点污
染源分布”地图。

●吴江，极客公园编辑
在我以往接触的科普教育中，科

普仅局限于科学普及，内容呈现上也
缺少互动性。事实上，科普可以扩展
到科学、技术、设计、文化、艺术、传
媒、社会、商业等领域，科普的意义更
重要的在于激发创意和灵感，启迪人
们思考，并做出改变。

这次 Think+活动，嘉宾囊括了
各行各业，把科普从科学普及延伸
到泛科学普及。我最大的收获在于
聆听不同行业的佼佼者分享自己的
经历和见识，从另一种思维去探讨
关于科技或泛科技文化的多元性。

对普通公众来说，线上学习和
线下交流是不错的模式，比如 TED
演 讲（Technology，Entertainment，
Design），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
TED 的现场，但大多数人可通过网

络获取TED的视频资料。再比如可
汗学院(Khan Academy)，这个由孟加
拉裔美国人创立的教育性非营利组
织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授课，每
段课程影片长度约十分钟，以由易
到难的方式衔接有关于数学、历史、
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
目的内容，教学影片超过2000段。

在国内还有类似果壳网的线下
科普沙龙“万有青年烩”等活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内容的延续，
通过线上交流让知识得到分享和传
播。我觉得，充分利用互联网完成
知识的获取，再通过线下交流去分
享知识，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此外，对普通公众而言，要想理
解诸如理论物理、古生物学之类的专
业科学知识并非易事。而科学从“小
众”走向“大众”，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吴佳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
专业大四学生

我在人大一直参加 TED X 社
团的活动，Think+有点与 TED 类
似。我是学金融专业的，似乎演讲
嘉宾的专业领域与我的专业没有关
系；其实，文科生很多也喜欢科普讲
座，我无法量化听了这些讲座到底
会有哪些好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可以open your mind。

比如水晶酒店集团创始人吴海
的《Unshackled Thinking 思想没有
枷锁》，虽然我不太喜欢他那种呐喊式
的演讲，但他提出的“商人可以做文
化”的主题还是触动了我。而《中国水
危机》的作者马军，作为环保行动派，
他那跳出一般公益模式的水污染治

理与环境保护行动也让我眼前一亮。
对广义的科普教育而言，我觉

得如果只提供了平台，但分享内容
不在受众的可理解范围内，效果也
会打折扣。因为缺乏理工科背景，听
完《世界究竟是几维的》我就陷了进
去，问了学理科的同学，也没大概弄
明白世界到底是几维。以前参加学
校TED X社团活动时也听过中科院
专家讲量子物理学方面的内容，可能
教授考虑到听众的文科背景，用了
很多比喻帮助我们理解。 而这类
大范围的活动，听众背景都不一样，
演讲者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此外，如果 8位不同专业领域的
演讲者分享的内容互相之间有内在
联系，可能效果会更好。

付新华：针对青少年的环保
教育，动画片和实地体验可能会
更好。所以，我甚至考虑过写剧
本，比如萤火侠除恶扬善的故事
（笑）。希望卡通制作公司能推
出一些包含科普知识的动画片，
有趣而不呆板。

最有效的方式还是科学家、
科研工作者深入一线，直接与公
众互动交流。在南京紫金山的
观萤活动中，就有不少家长带着
小孩来参加，亲眼见到萤火虫美
妙景色会给孩子深刻的印象。

国外一些企业的做法也值
得借鉴。在日本留学时，我曾参
观过奥林巴斯在学校做的一场
活动，他们把很多光学设备都搬
到学校，通过精心设计的小实验
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比如让孩
子用显微镜尝试在沙粒里找钻

石，比如为了让孩子了解海里的
生物发光体，他们在一个装满海
水的大玻璃箱子里放入海萤，通
电，满眼浅蓝色的光，很震撼。
而这对企业也是双赢，一方面承
担了社会责任，传递科普知识，
另一方面也在学生中从小树立
了品牌概念。

徐星：科普不仅需要科研工
作者付出，也需要政府、家长等
的合力。除了目前现有的高校
考核体系对科普工作不承认外，
家长在考试、升学的压力下对孩
子的科普教育缺乏动力也是原
因之一。当然，一些家长已经开
始意识到从小对孩子进行科普
教育的重要性，最近就有几位家
长问我，在去野外考察寻找恐龙
化石时能不能把孩子也带上。

新京报：除了讲座的形式外，对科研工作者而言，还有哪些途径可以
帮助公众了解科普知识，引发公众对科学、对环境保护的兴趣？

新京报：随着接触信息途径的多元化，该如何对青少年
进行有效的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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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活动现场，嘉宾在演讲。近几年，“分享”成为公众教育的关键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