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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期刊的易读性及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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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我国科技信息传播效果不理想的判断, 认为应

重视提升科技期刊的易读性。分析了期刊易读性与科技信息

有效传播、科学态度、科技信息传播理念、信息选择、为读者服

务的意识及期刊规范化的关系, 以及如何通过文体选择、材料

组织、词句加工等提升期刊的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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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科技期刊界一直很重视期刊的编排规范问

题,有关文献相当丰富, 其中比较成熟、有代表性的是

文献 [ 1]。尽管规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是我国科

技传播效果或科学普及不理想的现实
[ 2 3 ]

, 也应当让

人有所思虑。近年, 培根的言论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
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

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0受到国内一些科技传播研究者

的重视
[ 4 5]

,如何提高传播效果成为他们关注的课题。

令人遗憾的是,处在科技传播前沿阵地的科技期刊界

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却不强, 对传播效果问题未给予足

够的重视。面对市场竞争的日益白热化和媒体信息日

益同质化,如何提高传播效果,有人寄希望于媒体 /易
读性0的提高 [ 6 7]

。科技期刊, 尤其是面向农村大众的

普及性期刊,应当在 /易读性 0上践行 /为读者服务 0,
以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传播效果。

1 /易读性 0解读

  /易读性0的定义是,文本、文字等印刷符号或信

息等 /被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速度及准确性0 [ 7 9 ]
。影响

易读性的因素,包括字词句、插图、版式等文本因素,阅

读者的兴趣、背景知识、认知能力等读者因素, 阅读时

的社会和物理环境因素
[ 8]
。

科技期刊的易读性,既与其各个科技文本的特性

有关,也与各个栏目、板块等的特性有关,还与其作为

文化产品和商品的整体特性有关;因此,不妨说提升科

技期刊易读性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全局观和整体观。

提升科技期刊需要厘清以下几组关系。

1)易读性与科技有效传播的关系。科技传播障

碍之一为传播符号的专业化
[ 10]

,提高易读性的重要途

径之一就是用通俗易懂的符号对过于专业化的传播符

号进行补充说明、注解甚至替换;因此, 易读性的提高

可减小科技传播障碍, 打开信息消费的方便之门
[ 11]

,

有助于科技有效传播。较高的易读性, 能满足大众传

媒 /吸引眼球 0的需求,促其与科学界形成良好的互动

关系,有助于防范伪科学报道常见于诸多媒体等传播

失效问题
[ 5]
。良好的传播效果, 则可以增强读者对媒

介的认同感,有助于媒介易读性的实现。

2)易读性与科学态度及科技传播理念的关系。

以往人们认为,科学是没有问题的知识体系, 理解 /科

学 0总是好的, 并试图把职业科学家的认知模型强加

给公众
[ 12 ]
。在国内,与之相应的为传统 /科普 0概念,

将科学神圣化和实用化,习惯于或经常满足于知识和

技术的灌输,忽视大众阅读趣味及相应的写作技巧,不

但效果差,而且让伪科学传播有了可乘之机,伪科学文

章因好读经常能在大众媒体上 /闪亮登场 0 [ 3]
。看来,

科技期刊是否关注和践行易读原则, 还受到科技传播

理念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 人们对科学知识体系的

正确性问题进行了反思, 认识到 /科学绝对不是没有

问题的,而公众的 -外行知识 .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

的,这些知识可以与-科学知识 .互补或者相互竞争 0,
并且 /科学专家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了0 [ 13]
。国内

学者在剖析南平农业科技成功传播的因素时, 也认为

应当坚持 /以农民为中心0的传播策略, 采取信息流自

下而上的参与式传播等
[ 14]
。总之,普及性科技期刊应

当转变将科学神圣化和实用化的态度, 转变自上而下

单向传播的理念,自觉地关注和提高易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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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读性与服务读者意识的关系。从定义上看,

/易读性 0是以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为评价基础的。显

然,提升期刊易读性, 不可缺失服务读者的意识。易读

性编辑思想是叶圣陶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 就是

落实在 /为读者着想 0上的 [ 9]
。科技期刊界深切关注

与践行 /为读者服务0的办刊理念时,也不妨从提高易

读性角度入手。在文本方面, 提高易读性就是为读者

服务的体现。搞好编读关系, 协调好作者与读者的关

系,既体现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也为期刊易读性的实现

构建了良好的环境。

4)易读性与信息选择的关系。易读性的实现要

以被读为基础。面对巨大的信息流量, 无论是信息生

产者、传播媒体还是受众, 都必须有所选择,媒体传播

科技信息, 要区分对象和层次, 注意匹配问题
[ 4]
。媒

体与受众的信息选择一致化程度越高, 媒体被受众选

择和阅读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实现媒体的易读性;

因此, 做好科技期刊的信息选择是实现其易读性的前

提之一。比如,影响大众媒介发挥农业科技传播作用

的主要因素就包括了传播内容存在与农民生产实际脱

节,不符合简单易行、使用成本少的要求等缺陷
[ 15]
。

5)易读性与规范化的关系。总体上,易读性与规

范化 (标准化 )是辩证统一的。对于作者群与读者群

相互重合的学术期刊而言,由于是在 /科技共同体0中

传播, 不存在 /知沟0、认知能力差异、阅读动机不同等
问题,可以说规范等同于易读。对于作者群与读者群

不重合或重合度不高的普及性期刊而言,仅仅规范不

能获得良好易读效果,规范化确保传播符号意义的相

对稳定,成为易读的基础, 但有时为增进易读性可能要

变通程式化了的做法。比如, 用通俗化的文字注解或

代替专业术语,把结构严密的长句改为结构松散的几

个短句,增加人称词的使用让科技文章变得有人情味

等。普及性期刊办刊实践中有向学术期刊看齐的倾

向,过度追求规范化, 忽视自身规范化与易读性的差

异,往往导致普及性期刊不 /普 0或难 /普0。

2 易读性构建

211 文体选择  文体是影响文本易读性的重要因素

之一。清末成功传播的科技期刊 5北直农话报 6使用

了大量的故事、笑话、对话、座谈等形式
[ 16]
。 20世纪

30年代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与夏丏尊合著的5文心6, 用

小说体裁叙述学习国文的知识与技能, 获得了 /比那

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0的评价 [ 9]
。

这些历史案例已经对文体的看法做了很好的指教。如

今,在报纸易读性策略中, 也有 /回到事实, 用故事讲

述精彩的新闻 0 /用图片讲故事或用图表实现 -看新

闻 . 0之论 [ 6 7]
。科技论文包括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

文和学术论文,为科技写作文体,是当前科技期刊界通

用和主要的文体。GB /T 7713) 1987对科技论文编写

格式有明确规定,而文献 [ 1]对其做了较详尽的阐述。

在编辑实践中,存在科技论文文体 /唯上 0的倾向。科

技期刊主要内容为报道科学技术, 其文体并非必须是

科技论文不可,因此, 依据自身定位等因素,科技期刊

文稿的文体可以多样化。笔者认为, 在办刊实践中,普

及性科技期刊应改变原有的文体观, 灵活运用文学叙

事和修辞手法等,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增加阅读的趣

味性,有助于实现有效传播。

212 审稿与材料组织  提升易读性是以读者快速、全

面、准确理解作者原意为目的, 针对作者和编辑的共同

要求;审稿时,不仅要审视作者的思维, 更主要的是模

拟读者去尝试着接受和认识, 从而决定稿件的取

舍
[ 9]
。不要把 /切忌用教科书式的方法撰写论文 0的

禁忌扩大化,对文稿材料的增删、筛选与组织也应当从

读者的视角去考察, 普及性科技期刊完全可以灵活运

用各种方式组织材料,也不妨导入相关背景知识或基

础知识,以利于提高易读性
[ 17]
。图片天然具有易读特

性,普及性科技期刊应当在图片使用上多下工夫,不妨

/图说0科技,甚至可以考虑配套多媒体光盘, 实现视、

听、读全方位传播。

213 字词句等的加工  目前国内科技出版界公认的
科技书刊语言特点和使用规范见文献 [ 1]。面对科技

信息的专业性和复杂化,为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适度

增加冗余信息是必要的
[ 18]
。从提高易读性考虑,有时

甚至经常不得不打破某些科技书刊语言使用规范的限

制。比如,增加文本的人情味和感情色彩等
[ 2]
。清末

的 5北直农话报6就对科学术语等进行了通俗化处理,

使用了大量口语、俗语或方言
[ 16 ]
。中文文本阅读难

度的影响因素,在字词句方面主要集中于词和句,采用

常见普通词语、短句和简单句有助于易读性的提

高
[ 8, 19]
。标题、段落、章节等的编辑加工, 也应围绕易

读性进行。报纸可以 /厚题薄文, 长题短文 0以激发读
者的阅读欲望

[ 6 7]
; 科技期刊则可以打破题名不宜超

过 20个汉字的常规, /文 0不一定短, 但 /题 0可以长、

厚。导语在一篇新闻中处于十分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地位,是新闻写作者必须精心耕耘的 /寸金之地 0 [ 20]
。

科技期刊也应当重视具有类似 /导语功能 0的引言, 拒

绝公式化、概念化和一般化,或者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导

语,延续并加强标题产生的吸引力, 让读者的 /无意注
意 0转换为 /有意注意 0。报纸在提升易读性方面有必

须规避的误区和遵循的原则
[ 6 7]

, 科技期刊也必须有

所为、有所不为, 如应当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0, 切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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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编乱造, 哗众取宠 0等。

214 装帧设计  期刊版面有其自身的特点,总体上要

追求格式统一与节奏变化的统一、整体性与连贯性的

统一
[ 21]
。版面深刻地影响着期刊的传播效果, 在设计

时也应当遵循易读性原则,比如 /多分段落,文章模块

化 0等 [ 21 ]
。可借鉴报纸版面的一些易读性原则,如 /简

洁明了 0/多用照片 0/少加装饰 0/用固定形式处理版
面 0等 [ 6 7, 22]

。同时,要避免对易读性的误读, 诸如 /不

求准确,滥用图片 0, /快读题 0变化为与文不符的 /随

意题0, /易读变调为减少信息量的-少读 . 0等 [ 23]
。

215 其他方面  科技期刊易读性的构建, 必须从定位

开始到发行后的反馈实行全面和全过程的 /质量 0控

制,并抓好公共关系的协调,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除

上述的几个方面外,还必须考虑定位与选题策划,广告

策划与管理,印制发行,公共关系控制与协调等。

期刊定位应以读者定位为核心, 以市场定位和风

格定位为两翼。只有明确的定位, 才能准确地指导信

息选择和选题策划, 从而为易读性的构建奠定基础。

期刊良好的信息选择或选题策划, 能够与受众的信息

选择 (需求 )相匹配,容易与受众亲和。

广告内容务必真实可靠, 在广告设计上也要注重

美感, 万一广告出现问题, 要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关系,

不要因广告的原因而降低了受众对期刊的信任度乃至

产生厌恶心理。

印制发行质量的控制, 为科技期刊易读性的物化

提供了保证。

与读者、作者搞好关系, 深入民众的生活,与民众

互动, 主动树立良好的公关形象,可以为科技期刊易读

性的提升创造积极的外部条件。

3 结束语

  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 处在科技传播前沿阵地的

科技期刊,特别需要像叶圣陶先生那样,自觉地将易读

性内化为编辑出版的基本原则。科技期刊编辑是大规

模科技传播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针对当前科技期

刊界为读者服务和易读性意识不强的状况,可大力宣

扬提升易读性是为读者服务的最佳方式,不妨在普及

性科技期刊中开展 /易读化 0活动。提升科技期刊易

读性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持有全局观和整体观,不同类

型的科技期刊应依据各自的读者群等来构建易读性,

同时, 对已有的办刊理念和经验,如标准化、规范化等,

应取长补短地为我所用。相信, 我国科技期刊界积极

参与和践行易读性后,不但会推动大众传播学易读性

研究内容的发展, 更会进一步为科技传播事业增光

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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