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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中线上应急科普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科技馆为例

李梦飞
（上海科技馆，上海 200000）

2020年，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席卷全球，科普场馆作为
应急科普的主力，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不得不采取闭馆措施，但

科学传播并未“打烊”，线上应急科普第一时间上线，各大场馆通

过云上博物馆、在线直播等形式架起了公众与科技馆沟通的桥

梁。上海科技馆也在闭馆近 2个月里利用各种信息化技术和新
媒体平台，积极拓展线上教育新模式，推出系列微信文章、抗疫

视频、线上展览、线上知识竞答等，为“闭馆不闭展，科普不掉线”

常态化科普抗疫积累经验。

1 线上应急科普概述
1.1 线上应急科普概念

我国于 2007年 8 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

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应急科普指的是应对引起需要
紧急处理的突发事件时所进行的科学普及活动。本文中的应急

科普主要针对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借助线上平台面向

公众开展的防疫知识、技术、技能的科学普及与传播活动，旨在

使公众树立科学防护的意识，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通过科学防疫减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身心、社会的冲击。

1.2 科普场馆开展线上应急科普的优势
（1）权威优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学校及各类公共文

化设施响应防控的要求，纷纷采取临时关闭的措施，网络成为人

们主要沟通渠道及信息交换平台。由于未知带来的恐惧，公众希

望掌握更多防疫知识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但苦于缺乏信息甄

别的能力，很难第一时间找到可性度高的平台，而科学传播的效

果往往同传播者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有关。科普场馆作为提升公

民科学素养的主阵地，为公众提供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的科普咨

询与学习资源，并在以往开放中积累了庞大的观众资源。随着互

联网普及，近年来各地科普场馆也在探索利用网站、微信、微博

等线上平台，突破科普传播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将线下资源不断

向线上转化，使科普传播影响力得到不断加大。以上海科技馆为

例，官方微信平台开通 5年来粉丝数已突破 145万。权威性、专
业性与高关注度使科普场馆线上平台成为公众获取科学防疫知

识的优质选择。

（2）科学优势。科普信息的科学性包括信息的科学性、传播的
科学性、理解的科学性，不仅要保证信息内容的科学性，还要保证

传播过程的规范性、程序性和制度性，也就是不仅要求我们获取

的信息要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且要把科学信息完整传播出去[2]。科
普场馆作为专门的科普传播场所，其从业人员不仅具备一定科

学功底，而且都经过科学传播方面的严格训练，对科学有一定理

解。传播的科学内容都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可以将科学的信息

准确地传播出去。

（3）资源优势。作为政府主导的科普场馆，在馆研、馆校、馆企
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积累了科学家、院士等大批专家

资源，可以将专家资源组织起来，为应急科普提供强大智力支

撑。此外，在日常科普活动中，科普场馆也逐渐形成科普创作、教

育实施、线上推广等专业人才队伍，并积累大量的科普资源，其中

不乏可以直接对应突发事件相关知识和技能部分，可以实现从策

划到实施再到推广的无缝衔接。

2 上海科技馆线上应急科普经验
面对本轮公共卫生事件，上海科技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

首批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主动作为，创新科普形式，利用科普

平台发挥科普阵地作用，打造线上“永不闭馆”。推出“云逛展”

“云课堂”“云直播”“云讲座”等线上教育品牌，让公众足不出户

就可畅享优质科普资源。

2.1 联合发声，产生更大社会效益
为了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和科普使命，上海科技馆发挥组织优

势，通过联合发声，集中行动，不断扩大科普辐射面，与 1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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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联合牵头围绕公共卫生事件发起科普知识有奖竞答，通过

微信公众号首发，为观众准备了 600多道涉及病毒知识、传染病
防疫、动物生态保护等科学益智竞答题。陆续吸引了苏州周庄生

命奥秘博物馆等 9家场馆共同参与，程序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
馆、山东省科技馆共享，题库共享给张家港市，总答题次数超 50
万次。此外还与 297家科技馆一起参与全国博物馆联合行动—
科学实验挑战赛，对制作的“跳舞的易拉罐”“彩虹雨滴”“胡椒

的分离”“悬空的叉子”“会拐弯的水”等 21个实验教学视频进
行线上宣传，建立了与公众强连接，产生更大更广的社会效益。

2.2 精准发力，铸就抗疫坚实防线
为使科普资源在形式上更丰富，在内容上更有趣，上海科技

馆联动医学、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共同开展权威疫情相关

科普，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探索科普创新的形

式，设计推出 2款科普游戏，通过寓教娱乐的方式普及科普知
识。另一方面栏目化运作，使内容定位更加清晰，新创栏目《抗疫

总动员》《医生说》，创作了系列抗疫科普短视频、文章，其中《抗

疫总动员》推出 6期，总播放量就达 13万。此外，在微信公众号
基础上，新增 B站、抖音等更多元的传播平台，使受益面得到进
一步扩大。

2.3 同频共振，唱响战疫科普好声音
考虑到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影响观众正常来馆参观，上海科技

馆进行线上引流，将许多深受观众欢迎的展品展项、品牌课程通

过信息化手段搬到线上，形成线上“云”品牌。其中线上逛展看一

看“云逛展”，将虚拟导览进行优化，并将原先 PC端操作转化为
手机操作；云端课程学一学“云课堂”，开辟了将 STEM科技馆奇
妙日等一批优质线下资源向线上转化的新路径，如“遇见 @科学
家”“达人带你逛”等教育品牌均改为直播、线上互动等形式。此

外，牵头举办的“特别夜场”致敬生命守护人活动，2000余名逆行
武汉、留沪奋战的一线医务工作者与家人、孩子参加，体验属于

他们的“博物馆奇妙夜”，医学专家吴凡、张文宏应邀出席，央视

新闻网等五大平台直播，在线观众超百万。

2.4 有效引导，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咨讯服务
除科普内容的传播外，上海科技馆通过微信和网站及时发布

观众参观的注意事项及线上线下活动招募信息。通过开通线上

场馆资源、剧场信息、教育活动预约报名以及实时客流、参观服

务查询等功能，让观众更好地感受到 5A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
务实、贴心的服务。

3 存在的问题
在实践中上海科技馆不断整合资源优势，促进线上线下融

合，线上应急科普体系化、模块化、品牌化雏形已初步形成。但

由于可借鉴的经验有限，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诸多急待解决的

问题。

3.1 科普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围绕应急科普开展的系列活动或联合行动关注和参与

的群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本身就在科技领域或虽在领域外

但对科学感兴趣的群体，与社区、学校、企业缺少联动，国际间交

流合作不够深入，易造成“内热外冷”的局面。

3.2 线上科普写作力量急需加强
科普类文章强调专业性、权威性，准入门槛较高，平时需要通

过约稿来把关内容、丰富形式。然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于

权威专家繁忙，约稿面临难题，组稿方面只能以内部员工为主。

对专家学者的过度依赖势必会削弱团队自身创作力，因此从自

身能力建设入手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科普写作团队是当务之急。

3.3 观众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随着网售的全面铺开，线上粉丝群体日益庞大，但目前对这

部分“登记在册”的观众，在研究、跟进方面投入的精力尚有限，

观众添加公众号购票后，如没有足够吸引驻足的理由可能会随

时取消关注，尤其是在淡季，脱粉现象时有发生。

3.4 著作权保护留有盲区
线上科普资源是通过网络传播，因此下载与获取信息具有高

度便捷与自由性，用户可以擅自进行下载或抄袭，甚至存在出版

牟利的可能，侵权行为的便捷、隐蔽性使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很大

挑战。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跨界融合，促进多元主体参与

借助现有馆校、馆企、馆研合作资源，完善行业区域联动响

应，促进科普全覆盖。适当发挥国际博物馆协会等一些国际组织

的作用，探索共同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构建全球馆际间互助交

流、资源共享的平台。

4.2 加强培训，提升科普创作造血功能
可以通过品读沙龙、创作培训等形式，在提升团队科普创作

及科普诠释能力的同时，招募更多对科学传播感兴趣、有志于参

与科学传播活动的各行各业青年加入，打造具有全媒体素养的

科普创作团队。

4.3 精准发力，增强粉丝粘性
可以通过观众调查研究，掌握公众需求，探索分众化教育，使

科普资源得到精准投递。适当组织开展针对年卡观众或科普爱

好者、积极参与者特定群体的回馈活动，吸引更多观众变为粉

丝，使更多粉丝变为衷粉，做强做大科普朋友圈。

4.4 未雨绸缪，著作权保护不留死角
要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除了可以运用“加水印”“平台原创

认证”等技术管理手段外，还要从法律上规范科普资源的使用人

及使用行为，加强与线上平台的沟通，形成预警及快速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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