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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道应增强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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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科技成果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它们从方方面面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

活。然而，目前很多科技成果的报道却很不尽人意。很多科技成果报道是“内行不想看，外行

看不懂”，所以读者面很窄。前不久，记者在一所大学和一个社区就读者对科技成果报道的关

注程度进行了调查。调查中，读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文章可读性差。也难怪，呆板、沉闷、生

僻、无趣、接近性差的科技报道，有谁会喜欢读呢？  

  有些科技报道，包括科技成果报道，所以不能写得兴趣盎然、引人入胜，一个重要原因是

心中没有读者，不了解读者的心理。商品讲价值与使用价值，讲适销对路；而新闻同样要讲新

闻价值。文章发表了是否有人看，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是对一篇报道新闻价值大小的检

验。我们不能强迫人去看报纸，而只能去吸引读者。从这点出发，科技报道也必须讲可读性。

把枯涩难懂的科研成果写得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就会大大增强科技报道的可读性。那么，具

体应如何操作呢？  

  一、准确性  

  准确性、科学性是科技报道的生命。一篇报道的可信性如何，直接关系到读者对报纸的信

任程度。从以往的实践看，有些失实或出现疏漏的成果报道，常常是发生在这样几个方面：一

是成果失真，二是数据推算或换算不准，三是解释或转述得不确切，四是评价偏高，五是夸大

了成果的推广应用性，六是遗漏了合作或协作单位。科技成果报道不科学、不准确，其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必须视准确性、科学性为生命。而解决准确性、科学性的关键，在于编辑记者对

基础科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和是否具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记者在写作过程中，应当虚心向科

技工作者请教，在他们的帮助下，力求把文章写得准确。  

  二、通俗生动  

  为了使科技成果报道具有可读性，必须设法给它穿上通俗的外衣。因为科技成果的报道，

主要不是给专家学者看的，而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如果一篇报道，充塞着生僻的专业知识、难

以理解的名词术语或眼花缭乱的外文符号，能有多少读者看得懂和喜欢看呢？所以，在科技报

道上下一番“改造”、“翻译”功夫，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关于机器人足球的报道，1999年11

月25日《中国青年报》《首届全国机器人足球锦标赛烽火燃起》一文中这样写道：  

  今天的首场比赛是国防科技大学对哈尔滨理工大学。只见国防科技大学的“运动员”灵活

勇猛，频频发动进攻。而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守门员”却有点玩忽职守，站在球门外呆头呆脑

地东张西望，被国防科技大学连进两球。尽管哈尔滨理工大学队奋起反击，终以3：4败北。观

看比赛的老师同学不时为“运动员”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玩忽职守的哈尔滨理工大学队“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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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员”的“放水”行为，也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语言跟真人比赛一样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完全

没有一般科技报道的生硬和艰涩。  

  三、告别枯燥  

  枯燥无味是一些科技成果报道的通病之一，美国麦尔文·曼切尔著的《新闻报道与写作》

一书中写道：“要做到可读性，就必须挑选好名词和动词。主语应尽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名词，

记者似乎听之有声、尝之有味、视之有形、触之有感、闻之有香……动词应该挑选有动作色彩

的，吸引人的”。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如何使语言做到生动感人的具体手段。对技术鉴定的评语

引述得过多，使用一些抽象化、概念化的语言，就算是好内容也会被写得干干巴巴，枯燥乏

味。新华社曾播发过一条关于我国稀土矿藏的通稿，开头写：“广东在遭到强台风袭击时，手

指粗的高压电缆线像面条一样被割断，而加入稀土制成的铝合金电缆线，任凭狂风怒吼，却安

然无恙，依旧输送电流”。用形象、有趣的事实，向读者说明了稀土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  

  四、打破程式化  

  科技成果报道上的程式化是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常见的程式化表现为形式单调

和写作的模式化。形式一般是消息式，写起来总是三段论，先说某某单位研制出什么成果，于

什么时间正式通过了鉴定，再说成果的研制背景和用处，最后是专家的评价。科技报道的改革

目标，应当向散文化、立体化、评论式方向发展，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反映科技成果的综合性

新闻和人物新闻，尽量使报道形式新颖、多样。■  

  （作者：徐爽老年报 唐小清黑龙江日报社 徐瑶瑶尚志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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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报道应增强可读性 会员评论[共 1 篇] ╠

可读性是所有文章都应当追求的目标。就科技报道而言，通俗易懂、避免枯燥很主要。 [luyouz001于

2002-8-1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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