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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近年来湖州气象科普工作，总结了当前气象科普工作的现状，包括气象科普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校园和农村气象科普的亮点工作，科普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公众对科普的需求。在总结气象科普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思考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气象科普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未来发展方向，重点分析了直播和短

视频对气象科普效果提升的帮助，以及如何用好融媒体渠道，增加科普的趣味性和效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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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in Huz-
hou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main content and forms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
tion, the highlights of campus and rural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the short-
coming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he public’s demand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the ba-
sis of summariz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 future de-
velopment direction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media era is considered. The focus is on analyzing the help of live stream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10131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10131
https://www.hanspub.org/


周雪婧 等 
 

 

DOI: 10.12677/hjas.2023.1310131 963 农业科学 
 

and short videos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s well 
as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integrated media channels to increase the fun and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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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且造成损失重。

如 2021 年 7 月 20 日河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2022 年夏天我国经历了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

测记录以来的最强极端高温过程以及 2023 年台风“杜苏芮”造成华北极端暴雨。为更好的发挥气象科普

公益性属性，需要基层气象部门发挥气象科普的作用，让全社会了解天气预报，了解气象灾害，才能更

好的满足气象防灾减灾的需求。 
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产业逐渐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科普传播形

式更加多样化。如何扩大气象科普知识的覆盖面，助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增加公众对气象科普知识的

关注度，加大气象科普知识的传播力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之一。目前，很多学者就这一方面展开了

一些探究。穆梦伟[1] [2] [3] [4]等人对各自地区的气象科普工作现状进行了分析，成海民[5] [6]等人探讨

了校园气象科普模式，曹玲[7] [8]等人分析了气象短视频的传播优势及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应用，李一忠

[9] [10]等人研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气象服务的思考与探索。 

2. 气象科普宣传主要内容及方式 

目前，气象科普宣传内容包括灾害性天气(如强对流、台风等)的专业知识解读、天气预报用语、气象

防灾减灾、气象预警信号、二十四节气、气象与生活等内容，涵盖公众、校园、农村及行业等服务群体

开展。 

2.1. 公众气象科普 

社会群众是气象科普宣传的主要面向对象，通过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调动公众对气象科普的积极

性，对提升公众防灾减灾素养、加强自然灾害科学应对能力有重要作用。每年各地气象局利用“3.23 世

界气象日”“5.12 防灾减灾日”“科技活动周”等主题，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气象科普活动，如

“气象小主播”“气象摄影大赛”“气象绘画比赛”“有奖竞答”等，吸引了广大公众参与，对扩大气

象行业在社会面的影响力极为重要。 
公众科普宣传在湖州的实践结果表明，“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模式效果最好。重点利用

好各类主题活动，建立制度化的科普流程，一是开展气象科普“四进”活动，即进社区、进农村、进机

关、进学校和“五个一”活动，即一次气象科普进村入户宣讲，一次气象童趣拓展游戏，一次科普开放

日游学活动，一次线上气象知识有奖答题活动，一次媒体宣传报道。二是开放气象展示厅、开展参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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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举行气象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满足科普爱好者的兴趣和求知欲，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通过类似的

系列活动，提高了气象科普的影响力和时效性，公众参与度和接受度都有很大的增加。 

2.2. 校园气象科普 

校园是气象科普教育的重要阵地和载体，校园气象科普工作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及重视，为

开发完善更多适合学生的气象拓展性课程，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少学校建立校园科普基地、校园科

普气象站等。此外，中国气象局颁发的《气象科普发展规划(2019~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实施校园气象

科普活动提升工程。校园气象科普活动主要围绕一些主题纪念活动开展，活动形式主要有参观气象站、

浏览气象知识宣传展板、阅读气象科普宣传册、举办校园气象科普讲座等，在围绕学校和学生群体整合

气象内部资源的同时，借助协同、合作单位等社会力量占领先机、形成标杆。为深入推进校园气象科普

工作，湖州气象局面向学校开展了世界气象日云课堂、“红领巾 e 站”活动、气象科普进校园等系列活

动，主题活动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活动照片也被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气象报等多家媒体刊登。 

2.3. 乡村气象科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文化素质虽有了极大的提升，但由于地理位置

和地质结构的特殊性，农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影响严重，加之农民对气象科普知识掌握相对比较匮乏

且灾害防御能力薄弱，因此农村也是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的重点区域之一，尤其需要通过气象科普教育，

提升农民气象科学素质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让农民科学主动地趋利避害，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

失，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手册是比较常见的农村气象科普宣传方式。 
为推进乡村气象科普宣传，针对乡村科普的关注点以及薄弱点，在湖州乡村气象科普中推进“点餐

制”气象科普模式。一是传播推广气象科技知识、气象灾害和自救防御知识；二是指导农民掌握气象科

学技术，科学种植养殖；三是在农村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将气象科学思想作

为农村生活、生产的行动指南。“点餐制”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各级部门和科普对象的良好反馈。 

3. 气象科普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3.1. 宣传内容不够丰富 

在收集到的反馈信息中，提出需要丰富科普内容的占 88%，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气象科普宣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气象预警信号、防灾减灾等方面，具体内容基本是官方的预警信号解读

和当地的公众指引，效果上来说只能算是纸面内容的搬运，很难让大众在短时间内记住纸质材料上的内

容。二是科普素材本地化不够，结合地方实际不够，这样的材料吸引力有限，当地群众接受度不高。三

是科普内容与受众的生活，如农业、交通、旅游等方面联系较少，不够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科普宣传应

更具有针对性，主动推出与民生、时政相关内容，尽可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精细化需求。 

3.2. 科普形式创新不够 

在融媒体主导宣传格局的今天，传统形式的科普互动性、吸引力和传播力受限，不能满足不同年

龄、不同阶层的公众需求，加之反向科普来势凶猛，伪科学、反科学的不良信息在网上传播快、影响

大，这对科普传播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科普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基于现状，当前科普

工作正在快速的由线下向线上方向发展，通过微博、网络、微信形式传播的科学信息已经占到 80%以

上，打造新媒体矩阵成为当前气象科普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如何积极紧跟时代潮流，针对不同

新媒体平台，创作出不同形式的新媒体作品，扩大新媒体时代下科普宣传力度，成为了困扰基层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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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难题。 

3.3. 行业科普宣传不够 

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气象对各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千篇一律的气象科普已经不能满足用户

的需求，气象服务也应该从过去农业、建设、旅游等大的粗放模式精细化到蚕桑养殖、道路抢修、露营

观星等细小颗粒度的行业服务模式转化。气象科普的内容要跟得上气象防灾减灾的需求，面对新业态的

发展，科普产品的更新显得尤为关键。 

3.4. 人才队伍薄弱 

科普队伍力量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基层台站，参与科普的同志基本都是一线业务人员，很少会有

专职人员。对基层业务人员来讲，本身业务工作繁重，无暇开发新的科普产品。问卷调查中，2022 年参

与科普工作的一线业务人员占比达 70%，而且都是利用下班或者周末时间完成科普任务，普遍反映自己

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思考，如果有充足时间，可以把科普工作做得更好。此外，在今后发展趋势上，气象

科普工作将进一步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而目前气象科普专职人才的综合能力尚未达到

当今时代科普工作的要求，新形式科普技术人才欠缺，导致在产品设计上具有一定基础绘画、剪辑等技

术人才在气象科普宣传队伍中仍为紧缺资源，无法适应当前跨界融合的发展形势。 

4. 新媒体在气象科普中的应用 

4.1. 新媒体与气象科普的融合 

自媒体普及的时间与疫情高度吻合，疫情发生后，很多活动都无法顺利开展，对气象科普工作的影

响很大。疫情期间，人们开始习惯并依赖于通过网络获取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在人人都能成为主播的今

天，气象科普工作应该积极转型，完善气象科普工作体系及其管理运行机制，增强气象科普工作运用“互

联网+”的能力共建共享，整合气象科普资源，推广气象科普品牌。2020 年世界气象日期间，结合疫情

防控实际，湖州创新活动方式，将往年的线下活动“搬到”了线上，从 3 月 6 日开始，以网络和媒体宣

传为主要形式，采取线上有奖竞答、VR 全景参观、主题征文和绘画比赛等多种形式加强气象科普宣传。

在疫情迫使社会活动纷纷停滞的时候，气象科普的顺利开展，既利于减少社会大众对疫情的恐慌，也提

高了气象科普的传播效果。 

4.2. 新媒体直播的应用场景 

直播是当前非常热门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其高效、及时的特性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如果能利

用好直播这个传播渠道，将大大提高气象科普传播效率。当前气象科普直播主要分为灾害性天气现场直

播、重要活动气象保障直播和气象科普活动直播三种类型。 

4.2.1. 灾害性天气现场直播 
当灾害性天气即将发生或已经出现时，可以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让公众及时了解当前天气实况。

如台风到来时，可将台风路径等服务产品及天气实况进行实时直播，同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

过主持人现场出镜等形式介绍风雨影响情况，这样能更好的对公众起到预警作用。 

4.2.2. 重要活动气象保障直播 
每年很多重要活动都需要气象部门的现场保障，在活动气象现场，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向公众展示

气象保障人员的工作日常，有助于让公众了解气象部门的专业性。同时，也可更加直观的进行气象科普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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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气象科普活动直播 
在气象科普活动现场开展直播，能够增加活动宣传效果。如“3.23 世界气象日”“5.12 防灾减灾日”

等活动现场利用直播可以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互动性。通过网络直播、答题互动等形式，可以加强与公

众互动，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有效提升气象部门公信力和气象信息的传播效果。此外，通过直播还

能扩大受众群体，使得气象科普普及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4.3. 新媒体短视频的应用 

短视频之所以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因为它适合在碎片时间观看，加之高频推送的视频内

容，其时间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气象部门作为气象科普知识的发布主体，对于气象科普类产品的创作

和传播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湖州气象的官方抖音号开设了天气说栏目，当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天气来

临，请专家权威解说天气趋势，充分体现了气象短视频的独家性和权威性。 

4.4. 新媒体气象品牌的应用 

气象科普品牌化有利于助推新时代气象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气象科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提

高气象科学知识普及率，进而增强公众的气象防灾减灾能力。一个好科普品牌的诞生从品牌的标识设计、

定位、推广都是从科普实践中提炼总结来的，湖州气象推出的“湖说天气”“气象里的湖州”等品牌，

从诞生起就自带品牌属性，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大大提升了气象科普工作的社会效益。 

5. 结论 

2022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的意见》，要求有关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要根据工作对象特点，在各自领域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未来，

基层的气象科普将是常态化的气象科普，要做到有点有面才会有立体效应，要完善科普奖励激励机制，

加强科普工作的监督和评估，要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专业化科普团队的基础上，打破思维壁垒，

激发创新思维，利用气象融媒体矩阵，形成传播合力，科普服务更加精准化、智能化，以满足全社会对

高质量气象科普的需求，增强公众服务获得感，使全民科学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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