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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形象化

手段可使受众更易理解相关科研领域前沿动态，增强参与感，进一步加深其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面对当今世界所经历的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

厚氛围有其必要性，科学家精神融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全社会和中华民族

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结构上，全文分为绪论和四个章节。绪论详细介绍了研究背景，并提出了本研究

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主题的优秀影像作品与毕业作品进行分析，从理论层面

与实践层面进行探索研究。第一章节主要通过引出科学纪录片与科学传播的概念，对科

学人物纪录片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及剖析科学人物纪录片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同时分析

目前现有的科学人物纪录片的创作现状，探讨此类影像作品的创作价值。第二章节主要

分析科学人物纪录片中的视听表达，通过结合案例对科学知识在视觉方面的表达、声音

对于科学人物塑造、科研精神的具象表达方面进行具体研究。第三章结合叙事学相关原

理，分析科学人物纪录片中的叙事表达，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不同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

进行表达的特点，以及组合表达下的故事化、立体化的特点。第四章主要通过结合先前

研究与实践结合提出科学人物纪录片的创作困境以及针对困境所可行的突破路径，同时

对今后的科学人物纪录片从国际传播、人文情怀、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等意义方面做出展

望。今后将继续在科学人物相关影像作品方面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此研究为科学内容的

艺术表达做出贡献，为今后科学人物影像的创作者提供一些创作实践的新思路。

关键词：科学人物，视听表达，叙事表达，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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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与选题由来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创新精神和努力才干孕育出以四大

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近代以来，由于历史

原因，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但中华民族从未停下过奋斗和探索的

脚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科学技术始终是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不断实现

新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

科技创新仍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中国迈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科技创新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5%。①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工作时指出：“要

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提出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事业中。”②2019 年 5 月，党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

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

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进的育

人精神。2021 年 9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中国排名第 12 位，较 2020 年上升 2位。③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开篇之年，是河南大学办学史

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河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大力支持河

① 王烁. 担负历史重任 闪耀时代光芒[N]. 科技日报，2021-09-30（002）.

② 本报评论员.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N]. 人民日报，2020-09-15（001）.

③ 本报评论员. 增强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N]. 人民日报，2020-09-13（001）.

万方数据



科学人物纪录片的创作研究——兼谈毕业作品《我在河大做科研》

2

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南大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打造河南高等

教育“双航母”，努力在中原大地起高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河南

大学的历史责任。河南大学的众多科研工作者们兢兢业业地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为学

校的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传媒工作者，应担负起挖掘和发扬

身边科研工作者人物及其取得的科技成就的时代使命，通过影像化的手段弘扬其中蕴含

的科学家精神。

2.研究意义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中国高

度重视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科技实力不断提升，某些

领域开始从与国际跟跑转变为并跑、领跑。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河南大学的科研工作者

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些前沿性创新成果。通过影像的形式展现河大科研工作者研

究出的国际前沿成果，以形象化手段使受众更易理解相关科研领域前沿动态，受众更有

参与感，以增强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目前，以科学人物为主题的影像作品数量和对其创作的相关研究数量都较少。自然

科学领域的相关成果对于大多数非专业受众而言较为晦涩难懂，且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

到相关的内容。面对着当今世界所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有其必要性，科学家精神融进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全社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从科学人物纪录

片的现状、创作价值出发，通过结合实际的创作实践，探讨如何创新此类影像的叙事表

达，变抽象为形象，以更趣味、具有艺术感的方式展现给受众。

（二）文献综述

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从最初聚焦在基础理论到如今逐渐向聚焦传播策略转变。英

国科学家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将科学传播作为科学的一部分来研究，并

提出科学传播除了包括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外，还包括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互动的研究。①中

国学者翟杰全在 1990 年撰写的《科学传播学：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一文中，从

科学传播及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对科学传播的忽视及其后果、重建科学传播系统、

①（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 19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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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学学科的理论研究方面，探讨了科学传播学对于研究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性及

现实意义。①刘兵、侯强在《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一文中，对国内传播研

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从科学传播与科普、科学传播的内容与机制、科学传播与传

播学理论方面，对科学传播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②上海交通大学侯蓉英在其博士学位

论文《穿越边界——科学社交视域下的科学传播研究》中，以科学社交切入，探讨科学

与其他领域在交往过程中的边界传播机制，为中国的科学传播提出建议。③随着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更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新兴的媒介形态上。比如，江作苏、李梦娇

在《短视频科学传播内容生产与所涉伦理探讨》一文中，认为“科学传播的潜力可以借

助短视频的表达优势得到释放”，从短视频科学传播的内容生产特征、短视频科学传播

所涉伦理探析进行研究，提出了短视频科学传播的伦理约束路径。④叶小源、郑雅文在

《全媒体时代短视频科学传播的发展逻辑及其治理路径研究》一文中，从短视频科学传

播兴起的时代基础、科学传播中多维主体的相互博弈、社会结构化下算法机制的重构逻

辑对短视频的科学传播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今后科普短视频发展的治理之路。⑤周一杨

在《科普短视频在科学传播中的应用研究——以抖音号“科普中国”和“回形针”为例》

一文中，从议题设置、技术形态、受众互动、内容延伸方面对抖音账号“科普中国”“回

形针”进行分析，对科普短视频的创作提供创作方面的建议。⑥同时，还有学者对胡啸、

翟光勇在《网络知识经纪模式下科学传播的媒介学考察》一文中，基于媒介学的理论视

角，从媒介学与网络知识经纪模式、科学传播的中介化过程及其影像、媒介域迭代对科

学传播的挑战和科学传播的调节与展望方面，研究了网络知识经纪模式下的科学传播，

提出科学传播应推进“反向融合”，避免“技术近视”。⑦黄静茹在《数字时代科学传

播的伦理困境与化解路径》一文探讨了数字时代科学传播面临新的伦理困境，并提出数

字时代科学传播伦理困境的化解路径，提出应明确科学传播伦理原则、强化科学传播主

① 翟杰全.科学传播学：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J].未来与发展，1990（05）：34-37+50.

② 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05）：80-85.

③ 侯蓉英. 穿越边界——科学社交视域下的科学传播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6.

④ 江作苏，李梦娇.短视频科学传播内容生产与所涉伦理探讨[J].中国编辑，2022（01）：61-66.

⑤ 叶小源，郑雅文.全媒体时代短视频科学传播的发展逻辑及其治理路径研究[J].现代视听，2022（11）：28-33.

⑥ 周一杨.科普短视频在科学传播中的应用研究——以抖音号“科普中国”和“回形针”为例[J].新闻爱好者，

2021（07）：88-90.

⑦ 胡啸，翟光勇.网络知识经纪模式下科学传播的媒介学考察[J].科普研究，2023，18（02）：54-6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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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规范科学内容生产和分发、完善科学谣言辟谣机制，化解科学传播的困境并进

一步优化科学传播。①

目前关于科学纪录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和意义表达方面。万彬彬在《科学纪录

片研究》一书中从历史流变、叙事探析、传播心理数字之路等方面，对中国科学纪录片

的创作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并指明今后发展之路。②王茵所写的《中国科学纪录片的

叙事特征与传播创新》一文，通过分析中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得到当下国内纪录

片叙事的时代特征，即用科技手法表现科学内容、视听奇观化、讲述趣味化，同时鼓励

科学纪录片要结合当下融媒体环境实现更加积极的传播。③张宗伟所写的《试论科学纪

录片的人文关怀》中通过自然、人类生命健康、中国科研等主题的科学纪录片出发，表

示要兼顾科学纪录片的客观呈现、情感投射和价值引领，强调科学纪录片中人文关怀的

重要性，要通过科学纪录影像生产传播的审美实践，助力科技人文共同体的构建。④张

立阳所写的《科学纪录片社会记忆构建的创新——以电视纪录片〈北斗〉为例》分析了

电视纪录片《北斗》舞台讲述与纪实影像相融合、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科技感

与视听语言相辅助等方面的创新叙事策略，从而加强观众的社会记忆的构建。⑤

以“科学人物纪录片”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仅可检索到李东风所撰写的

《科学纪录片人物照明之分析》一篇，文章从照明师角度介绍了科学纪录片拍摄过程中

对于人物照明的方法，但缺少对科学人物纪录片内容创作方面的研究。⑥以“科学家故

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搜集到少量以科学家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探索。例如彭辉所写

的《用科学的态度讲好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家的故事邓稼先〉创作有感》⑦、陈真

所写的《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科学家的故事钱学森〉编导手记》⑧、王一岩所写的

《握手——〈科学家的故事钱伟长〉创作感悟》⑨、牟雄杰所写的《遗失的笔记本——

① 黄静茹.数字时代科学传播的伦理困境与化解路径[J].中国编辑，2021（12）：56-61.

② 万彬彬著. 科学纪录片研究[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02.

③ 王茵.中国科学纪录片的叙事特征与传播创新[J].中国电视，2020（11）：79-83.

④ 张宗伟.试论科学纪录片的人文关怀[J].中国电视，2021（06）：28-33.

⑤ 张立阳，邵珠峰.科学纪录片社会记忆构建的创新——以电视纪录片《北斗》为例[J].中国电视，2021（06）：

106-108.

⑥ 李东风.科学纪录片人物照明之分析[J].现代电视技术，2011（02）：108-112.

⑦ 彭辉.用科学的态度讲好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家的故事 邓稼先》创作有感[J].中国电视（纪录），2011（10）：

19-21.

⑧ 陈真.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科学家的故事 钱学森》编导手记[J].中国电视（纪录），2011（10）：22-24.

⑨ 王一岩.握手——《科学家的故事 钱伟长》创作感悟[J].中国电视（纪录），2011（1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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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故事钱三强〉编导故事》①、吴静姣所写的《用加倍的时间与勤奋补救自己

的缺失——〈科学家的故事华罗庚〉编导手记》②，通过文字记录拍摄过程，分析科学

人物纪录片拍摄实践遇到的问题，对相关的影像创作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参考价值。武

丹在 2021 年于《科普创作评论》期刊发表的文章《中国科学家向世界讲述超凡未来—

—评纪录片〈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通过分析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

工作室出品的最新系列纪录片《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的叙事视角和叙

事结构，为科学家故事的影像化表达提供参考。③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趋势多将科学传播置于当下的媒介环境中，从学理角度对短

视频等新兴的媒介形态进行探究。目前关于科学纪录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和意义表

达方面，其主要的研究对象多为以植物、动物等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据此传递相关科

技知识。关于科学人物纪录片的研究集中在对于相同节目《科学家的故事》，以创作实

践的角度分析，缺少一定的理论支撑。笔者将通过对科学人物纪录片进行研究，把实践

与理论相结合，为今后相关题材的影像创作提供参考。

（三）研究方法

科学人物纪录片将抽象的科学知识通过艺术手法具象表达，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对其进行准确的研究。以目前现有的科学人物纪录片与毕业作品为研究案例，通

过结合个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同时结合创作实践为科学人物纪录片

创作提供指导和思考。

1.案例分析法

通过整理收集相关的科学人物纪录片，如《钱学森》《大先生杨振宁》《我是科学

人》《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科学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总结归

纳，进行反复拉片观摩学习，并对不同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归纳出其从人物表达、镜

头语言、叙事策略和后期制作方面的优势，对比分析不同的科学人物纪录片的表达，通

① 牟雄杰.遗失的笔记本——《科学家的故事 钱三强》编导故事[J].中国电视（纪录），2011（10）：28-30.

② 吴静姣.用加倍的时间与勤奋补救自己的缺失——《科学家的故事 华罗庚》编导手记[J].中国电视（纪录），

2011（10）：31-32.

③ 武丹.中国科学家向世界讲述超凡未来——评纪录片《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J].科普创作评

论，2021，1（04）：39-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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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其创作策略的研究总结出此类影片的创作策略。

2.文献研究法

首先确定研究所需要的参考文献的范围，然后阅读中国知网等学术平台中关键词为

“科学纪录片”“科学人物纪录片”“纪录片的科学传播”的文献，同时仔细研读与纪

录片叙事、影视视听语言、科学传播等相关的专著，并对文献、书籍等资料进行整理，

对于可以运用到之后研究中的内容及时梳理和批注，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的提炼观点，弥

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提出较为创新的观点，同时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及时更新相关的文

献积累。

3.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于科学人物纪录片的拉片学习积累对于拍摄中有用的经验内容，积极学习优

秀纪录片用镜头叙事的表达技巧，并结合阅读文献、专著过程中所积累的理论知识，运

用在毕业作品的拍摄中，并在拍摄实践完成后及时总结经验，对比优秀作品进行查漏补

缺，将总结出的创新点与经验表达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以期为今后的科学人物纪录片

创作和研究提供一些经验。

（四）创新之处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河南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取

得了一些前沿性创新成果。目前，科学人物影像作品数量和对其创作的相关研究数量都

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科学人物纪录片”研究内容的选取，为今后的科学人物

纪录片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对比分析

的方法，以毕业作品为研究对象，联系其他相关主题的优秀影像作品，从理论层面与实

践层面进行探索研究。

通过对科学人物纪录片的创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当前相关影像作品的创作现状，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践中发现当前科学人物纪录片的创作难点、创新方法，

结合理论进行思考与总结，给予今后科学人物纪录片作品的创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万方数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4623013311

5011005

https://d.book118.com/746230133115011005
https://d.book118.com/74623013311501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