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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为如何让初中生爱上科学。经过调查，发现当代初中各年级学生虽然大多都对自然

科学这个概念抱有一定兴趣，但是往往没有明确的兴趣方向，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内容与发展缺乏了

解。同时，校内课堂与课本内容无法有效激发初中生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欲，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

以上的学生都对人文学科更有好感，尤其是英语受到了最多数初中生的拥趸，而化学作为自然科学领域

的重要基础学科，在调研中受欢迎程度最差。本项目目标针对自然科学受初中生欢迎程度差这一问题，

成立并运营一个以和课本结合度高、激发初中生对深入了解各大自然科学领域兴趣为目的的科普自媒体，

希望能尽微薄之力，使现状能略有改善。 
 
关键词 

初中生，科普，视频，调研 

 
 

Research on How to Use We-Media to 
Stimula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Zining Min1, Zimu Xia1, Lue Fang2, Wenyu Huang3, Yongtao Wu4 
1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Center of RDFZ, Beijing 
2RDFZ Chaoyang Branch School, Beijing 
3RDFZ Xishan Branch School, Beijing 
4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igh School, Beijing 
 
Received: Sep. 13th, 2023; accepted: Oct. 11th, 2023; published: Oct. 18th,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6
https://www.hanspub.org/


闵梓宁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6 7705 教育进展 
 

 
 

Abstract 
The main research goal of our team is how to mak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 interested in 
science. After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most of the students of all grad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re interested i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science, they often have no clear interest direction 
and lack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of natural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school classroom and textbook content cannot effectively stimula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sire to explore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The survey shows that more than 60% 
of stud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humanities, especially English,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largest numbe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le chemistry, an important basic subject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was the least popular in the research.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poor popu-
larity of natural sciences wi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eam hopes to establish and operate 
a popular science media aimed at stimulat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fields of natural science, hoping to make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sligh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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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对于提高青少年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力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媒体、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获取各种信息的最

主要的途径之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科普视频对于提高科普的传播力来说，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

是，由于目前的自媒体的门槛不高，导致科普内容良莠不齐，无法弥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于学生科学

精神和科学思维培养的缺失，甚至有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好的或者负向的引导作用[1]。本文研究的主

要内容，就是针对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可科普方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通过调研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去

研究如何通过自媒体这种优质的媒体平台去达到更好的针对初中生的科普传播效果。 

2. 前期调研 

在项目开始前，从两个方向进行了调研，一方面是需求方，即当代初中生对于科普的需求有哪些，

另一方面是供给方，小队调研了目前的主要科普渠道，并进行了利弊分析。 

2.1. 对于当代初中生的科普需求问题调研 

2.1.1. 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取了网络问卷调研的方式，能够快速传播，获得一定量的样本量。在问卷设计上，共设

计了 18 个客观选择题和 1 个主观题。问卷的主要调研方向和目的有如下几个：第 2 题想了解学生们对于

在校学科最感兴趣的是那一科目，并且原因是什么，是否和外界因素(如老师、接触科普内容多等)有关；

第 4~7 题，问题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受访者对于科学的兴趣，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未来对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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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科学的兴趣如何；第 10~8 题，调研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科普信息渠道的来源，对于纸媒、科普视频的喜

好偏向、原因等。 

2.1.2. 调研结果分析 
问卷针对初中生定向发放，共收集 89 有效问卷样本。针对“为什么喜欢某一学科的问题”，问卷

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自身兴趣，第二位是喜欢该门课的授课老师，说明优秀的知识传播者和

传播来源对于培养学生对于学科兴趣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第 5 题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对于科学有

浓厚的兴趣，70%的受访者更喜欢自然科学，67%受访者平时会关注科普作品，这组数据为我们的行动提

供了数据基础，说明初中生对于科学的需求量较大。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83%的初中生相较于科普

纸媒，会选择网络自媒体科普视频，且排在前 3 位的平台为哔哩哔哩 BiliBili (后文简称 B 站)、快手、抖

音，这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方向。对于科普视频的内容和观看习惯，习惯观看横屏和竖屏的受访者各占

一半，从观看的视频时长来看，41%的受访者习惯观看 3 分钟以内的极短视频，39%的受访者习惯观看

3~10 分钟的中等长度视频，其余不到 20%的受访者习惯观看大于 10 分钟的长视频和纪录片(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habit of watching popular science videos for a long time 
图 1. 科普视频时长观看习惯调研结果 

2.2. 对于当前科普渠道及内容的调研分析 

现有可以针对初中生的科普方式包括文字类科普、视频类科普、线下演示类科普等。 

2.2.1. 图文类科普渠道 
图文类科普包含科普报刊、杂志，以及科普绘本等。文字类科普具有内容专业、出版门槛高、对作

者专业度要求高等特点，也是大部分青少年早期获得科普启蒙的主要方式。但图文类科普具有传播速度

慢、筛选门槛高等特点，并且大部分的科普书籍、绘本、报刊、杂志，都需要一定的费用，获取的经济

门槛较高等特点，并不是大众科普最优质的传播方式[2]。 

2.2.2. 电视台科普节目 
电视台科普节目，如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科普类节目，如 9 频道的纪录片和 10 频道的科教片，代表有

《动物世界》《探索·发现》《奥秘》等节目。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64%的受访者会看这类科普节目，

但程度一般。调研结果如图 2 所示。这些科普节目有官方审核把关，内容质量有所保障。定时定点，容

易养成观看习惯。内容通俗易懂且连贯[3]。但存在的问题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少的人拥有看电

视习惯，初中生大多学业繁忙没有时间长时间观看电视节目。选择较少，内容呈现方式比较过时，与课

本内容关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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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earch result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grams of television stations 
图 2. 针对电视台科普节目的调研结果 

2.2.3. 网络科普自媒体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网络自媒体是初中生最喜欢的获取科普信息的渠道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趣、

吸引人，并且能够自主选择符合个人兴趣的内容。数据如图 3 显示。 
 

 
Figure 3.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reasons for liking popular science self media 
图 3. 针对喜欢科普自媒体原因的调研结果 
 

网络上现有科普自媒体，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抖音、快手等新兴自媒体平台为主的短视频，这

类视频一般是 3 分钟以内，传播速度极快，非常容易获得极高的播放量，但短视频以获取流量为主要目

的，内容专业度差，内容难以深入，甚至有明显错误，此外，此类短视频平台非常容易让人沉迷，内容

庞杂，容易让读者转移注意力，浪费时间，作为科普载体存在明显短板。 
另一类是以 B 站为主的中长视频，视频大多数在 3~10 分钟左右不等，长度上是中学生最喜欢的，

既不会是快餐式 3 分钟短视频，难以讲清楚一个问题，又不会太长，适合中学生利用零散时间观看；标

题吸引眼球，内容节奏快，趣味性强，更加吸引人。并且 B 站是目前中学生使用度最广的获取信息的平

台之一，具有良好的用户基础。B 站代表性的优质视频科普博主有“无穷小量(狐主任)”、“李永乐老师”、

“H2 元素实验室”“毕导 THU”等众多代表。“无穷小亮”本尊其实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青春

版《博物》的副主编，是个移动的动植物学百科全书，创作了很多科普读物。“狐主任”的科普视频不

仅专业性强，语言也风趣幽默，改变了很多人对生物科普“枯燥无趣”的刻板印象，而且经常与网友互

动，碰撞出更多充满趣味的火花。在 H2 元素实验室频道中，不仅能看到以各种元素为主角的化学科普

动画，还有 4K 超清摄像头下的微观世界、各种化学实验也都用趣味视频的方式展示出来，只用一首歌

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深入了解一个中学化学反应。“毕导 THU”是物理化生科普，“薯片掉地上到底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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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乌鸦喝水寓言打假”等等，这些百万播放量的趣味科普视频都是出自这位“数理化狂热爱好

者”，科普 UP 主毕导之手。他是位用科学知识讲好玩故事的清华博士生，用搞科研的方法和工具，探

索生活里的有趣现象。 
可以看出，这些头部优秀科普博主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专业度，对于内容的输出有保障[4]。但大多数

的作品专业性差，不严谨，不严谨，有些过度博眼球导致低俗。连贯性差，知识讲解表浅且往往刻意追

求冷僻猎奇节奏过快，质量良莠不齐，审核松散。这些都是大部分短视频科普自媒体的通病。 
经调查发现，校内校外科普知识需要衔接，校外科技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所起的

作用是独特且巨大的。如果我们所做的科普与校内学习内容千差万别甚至是毫无关系，学生们会当场一

知半解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其次，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便让中学生体会到“科学所能带给人的

最重要的乐趣为玄思、沉思自然的乐趣”。要注重科普活动中学生的探索过程，使同学们保持着好奇心

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标准答案。同时，相比于传统科普模式，结合动画，动态插画，ACG 等流行文化的

科普内容更加富有趣味性，更符合青少年心理诉求，往往能获得显著的成效[5]。 

3. 创新方案 

3.1. 方案概述 

我们的解决方案同由学生提出，更符合初中生的兴趣与需求，并且收集了许多相关调研数据，许多

初中生对当下科普的意见和看法，有许多意见可供参考。针对当前大量科普内容或过于枯燥或过于媚俗

的问题，小队希望由严格的质量把关以及群众意见尽量避免。 

3.2. 创新成果阐述 

结合本项目前期调研分析，研究者制作了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科普视频作为成果，来检验

前期分析的理论。由于时间有限，截止至文章成文，共有 5 个科普视频产出，包括 4 个热机的基本原理

视频系列及 1 个库伦定理讲解视频。这两组视频都是和初中课本知识高度结合的内容。 

3.2.1. 成果简介 
1) 第一组成果，4 个热机基本原理科普视频讲解。 
第一，主题选择理由阐述 
热机与初中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小队在研究物理课本后发现了课本在热机教育内容方面

的局限性。其局限性表现为仅教授原理，且原理较为基础，无法激发学生对与物理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和

热情。公式没有详细地推导过程，难以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学习动力。课本中要求的实验，经过问卷

调查，不少学校老师为了进度并没有在班里为学生们演示，而是要求学生记忆背诵要点。因此，很多初

中生丧失了对于物理的热情。此外，关于科学史的内容较少，无法培养一种对于科学发展过程的宏观理

解和科学精神，无法使学生们树立起远大的志向，也无法让学生们了解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

响。 
第二，视频制作风格阐述 
为了兼具趣味性和专业性，此视频中不但具有一定的知识讲解，关于科学史也有一些介绍。视频使

用了动图，动画，插图，实验视频等方法力求初中生能够理解热机复杂的工作原理并对此产生兴趣。例

如研究者精心制作了瓦特蒸汽机工作原理的动图，以使用动画技术增强同学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理解，

并适当地了解课本中遗漏的知识。本视频的主要内容之一为科学实验，详细地介绍了从古希腊希罗的“汽

转球”到第一个蒸汽机模型道蒸汽水泵到大气式蒸汽机，最后发展到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发展过程。其中

包括各阶段成果的发展背景，优势，局限性，基本原理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古希腊先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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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热机的浪漫尝试和猜想，到近代工程师们的精妙设计和严谨思考，无不彰显科学本身的魅力和智慧。

力求培养初中生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以及对科学的敬畏和兴趣。 
2) 第二组成果，库伦定律科普视频讲解。 
第一，主题选择阐述 
该选题经过深思熟虑，库伦定理的主要知识在初中课本中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详细讲解其原理，

考试也不作为重点的考察范围，故而面向初中生时既有足够的认知理论基础且与校内学业具有关联性，

也因为课内了解不够详细，能够达到拓展课内学习内容，满足求知欲的效果。处于这些考虑，研究者选

择了库伦定理为本期视频的主题，并制作了一期关于库伦定理原理讲解。 
第二，视频制作风格阐述 
此视频通过讲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阐明背景、引入主题，接着主要讲述了库伦定理的基本概念，以

及扭秤实验。研究者尽全力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复杂地电学实验。相比于教科书讲库伦定理的推导和实

验过程避而不谈，研究者选择了将其通俗化可视化，用通俗平实的语言与动画配合讲解帮助学生理解，

激发他们对于物理学的兴趣。 

3.2.2. 成果分析 
1) 视频数据及读者反馈阐述 
第一组成果视频共 4 个，发布平台为公众号，单个视频平均时长为 10 分钟。从视频发布至成稿日，

共计 30 天，视频播放量共计八百一十，该系列视频共吸引粉丝人。通过后台数据进行分析，粉丝中 51%
为 18 岁以下初中生，如图 4 所示。相比于现有方案，我们的方案对初中生群体有更强的针对性，覆盖了

课本上的内容，既高于课本又不脱离课本。完成观看率达到 62.5%，且视频中有动画演示方便理解复杂

抽象的理论模型。 
 

 
Figure 4. Survey user profile data pie chart 
图 4. 调研用户画像数据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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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成果视频共 1 个，发布平台为 B 站，单个视频时长为 9 分钟。从视频发布至成稿日，共计 22
天，单个视频平均播放量为 241。该系列视频共吸引粉丝 136 人，通过后台数据进行分析，粉丝中 90%
为 18 岁以下初中生。收到了读者广泛的好评，有好评例如“来补补课”，体现了该视频收到了学生群体

的欢迎。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Screenshot of user feedback on videos 
图 5. 用户对于视频的评价截图 

 
2) 视频数据原因浅析 
两组视频获得的数据和研究者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可能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发布平台及流量规则。第一组视频发布于公众微信平台，属于便私域平台。所谓“私域”，

即访问公开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太能通过微信平台直接搜索到，而需要通过朋友圈转发公众号文章，

由好友阅读后才能够获得访问量，访问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该平台的好处是一旦用户关注公众号，能

持续收到作者发布的视频或文章，并且由于公众号含有推送功能，读者基本上每天都能被动接收到，无

需主动再次搜索。研究者经过实践认为，应该将视频放在专门的微信官方短视频平台“视频号”上进行

发布，能够获得更快速传播和更开放的访问，在研究项目结束后，研究者将继续进行此工作。 
相比较而言，B 站的视频在访问和传播上开放性更强，单个视频获得的播放量也更高。只要读者想

要了解库伦定理相关的内容，即可通过 B 站主页关键词搜索找到研究者制作的视频。并且随着播放量的

不断增高，视频的排名将会不断考前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播放量，形成正向循环[6]。 
由此可见，一个视频的播放量高低，在相当一部分上受平台规则、模式的制约和影响，想要获得更

好的科普效果，选择一个合适的平台至关重要。 
第二，视频的内容及标题吸引人程度也影响了视频的播放量[7]。在这个注意力非常短暂和精力极度

分散的时代，想要获取人的注意力，就要第一眼在标题上吸引眼球。例如《如何让一坨铁动起来》，这

就是一个很典型地运用引人注目标题的例子。毫无疑问，该视频收获了近一万的播放量。相比之下，研

究者方案中的四期内容类似的视频仅仅收获了不到 1000 的播放量。这固然有研究者们做视频能力还不强

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四期视频所起的题目都较为单一，无法吸引更多的观众点击，例如《热机 1》
这样直白且毫无新意的题目，必然会收获可怜的播放量。 

第三，任何一个科普视频号都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需要不懈的坚持，不断发高质量视频，才会积

累更多的优质用户，获得更多的关注，从而获得平台更高的流量支持。由于时间有限，研究者的视频从

制作到发布时间均较短，还不足以成为一个非常优质的科普视频博主，但本次尝试为以后的探索做了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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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错的开端。 

4. 讨论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普媒介在趋于多样化产业化发展。但是通过我们问卷调查，这些媒体存在着低

俗，连贯性差，知识讲解表浅且往往刻意追求冷僻猎奇节奏过快，质量良莠不齐，审核松散且严重脱离

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的特点。为此，小队共制作数个视频以对现有方案进行创新，通过动画展示，实验讲

解，科学史小故事介绍达到了一定的成果。反馈问卷显示，90%的孩子认为此举提高了他们对于科学的

兴趣。 
但我们的行动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学生组织影响力有限，小队播放量之和也不过数千，没有达到

预设目标。由于时间问题，小队没有办法去打磨出一个特别高质量的这个视频。但经过一系列的调研、

时间，我们得出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结论，即，一个视频是否能够吸引观众取决于以下几点：标题的选

择是否吸引人，内容是否够有趣，是否够通俗易懂，呈现形式是否多样化等等。 
科普是人们了解科学、摒弃愚昧、少走弯路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培养创新型人

才的必由之路。科普不但需要精通专业知识，还需要创作者拥有强大的创作能力。科普事业任重而道远，

一位优秀的科普人，一支优秀的团队需要时间的打磨和锤炼，这也是小队通过本项目得出的结论之一，

小队后续也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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