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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科学与技术系统得以产生和存续的基本前提，是科技发展的基本条件，是
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基本支持。
科技传播是科技和社会的自我发展循环系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
在当今社会，科学知识比人类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发
展和人类进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新、传播和应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
心的知识的能力和效率。
　　在此背景下，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为己任的当代科普工作理所当然地越来越
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工作也联系得越来越
紧密。
本论文集也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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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消费主义横行下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昌盛。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胶卷、传统录像机及数码录像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无限延伸和数
码技术的日新月异，影像拍摄、处理、传输、存储手段的更新，影像获取渠道的多样与便捷，影像资
源的极大丰富和广泛使用⋯⋯凡此种种，使我们有幸见识了“影像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是世界被
以影像的方式把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重影像甚于事物，重复制品甚于原作，重表现甚于事实，重现象甚于存在，社会的主要活
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威力无穷的影像左右了我们对现实的要求。
现在，从印刷出版物到电子媒体，从户外广告到日常记录的手段，影像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感知事物
和认识事物的常见方式，进入家庭和个人生活之中，并且与个人的精神生活相关。
总之，在我们这个时代，视觉方式更加凸显出来，人可以通过“看”（也伴随着听）来知觉并且理解
世界。
对“看”的依赖和“看”所承受的重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视觉形象的读解，对影像和图片的诠释成为媒介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图
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在当今社会，有80％以上的信息是以视觉的方式进行传播的，静态的图片和动态的影像已经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影像化时代的到来使信息变成“看得见的传播”。
　　在影像化时代的大背景下，视觉感官的享受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今天的人们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懒得真正去潜心专注地阅读。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快，使得人们的心理疲劳程度加大，人们更愿意选择摄取直观、简单、形象的
信息，这就决定了以文字为传播符号的抽象程度大的信息进入了快餐化时代，人们对信息的索取进入
了快速读取、快速传播的阶段，影像化的媒介表达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欢迎。
必须承认，视觉的冲击使得我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从影像事实中接受大量信息
的习惯。
　　由此看来，高质量的画面、视觉冲击力强的影像能对观众产生更强的吸引力，也意味着节目被观
众认同与接纳。
尽管讲坛类节目主要靠主讲人的口头传授作为节目的主体，带有讲座的性质，但它们毕竟是一档电视
节目，必然要追求收视率和收视效果，要体现电视节目的特点。
换句话说，讲坛类节目也要“电视化”，也就是说讲坛类节目要影像化——在节目形成的过程中，就
是要在每一个环节中尽可能地使用与节目搭调的视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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