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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現代人的一切生活，皆與科學密不可分。既使是有意逃避或限於經濟條件無法享

受科學成果者，前者如 Amish，後者如原始部落民族，都難免淋上酸雨，吃進環境毒

素。如科學這樣對人類影響如此重大的事物，豈能不加以瞭解？然而，科學知識艱澀

難懂的術語、複雜的概念，使一般大眾都不願去理解，也無從去理解，為了要讓科學

知識能更貼近一般大眾，科學普及的需求也就因應而生。

但科學不是個容易學習的知識，其獨有的符號表達方式，以及層層相扣的邏輯脈

絡，使得要將一個複雜難懂的科學概念說明清楚，絕對不像說個故事那樣容易與直接。

科學普及的工作中涉及諸多傳播的內涵，從何謂科學普及的傳播意義？科學如何藉由

傳播的管道普及？如何製作一個好的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的製作涉及哪些傳播原則？

科學的素養如何評估？到探討普及和傳播的內涵有何不同？科普幾乎涉及了傳播中的

每個構面。就國內而言，在這些問題中，影響最直接﹑最迫切的，莫過於缺乏一套製

作科普作品的傳播技巧，缺乏實質作品的傳遞，有再多的理想也只是空談。

「科學普及的新版塊--廣播科普執行計畫」便是研究者於 92 年 6 月起至 93 年 12

月，以近 18 個月的時間，所執行之國科會科教處補助計畫。該計畫的執行重點，在於

以傳播原理為基礎，研發出可攜性高、製作成本低之「科普廣播節目」的節目製作原

型與模式。

該計畫最重要的工作，在於以「影像-言辭」相互轉換之傳播原理與符號理論，將

原本極為依賴影像呈現的科學知識內容，轉換成以口語表現為主之廣播型態，並透過

「資訊處理」、「創意處理」兩階段之知識轉換分工，增進科學知識表現的「親近性」

與「趣味性」，進而增加社會大眾接觸對科學知識的「涉入感」，並開啟其對科學知識

的關注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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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普及的新版塊--廣播科普執行計畫」中所完成的「科學 180」廣播節目，其

內容涵蓋台灣重要的科學發展範疇，在短短的三分鐘時間裡，呈現一個普及的科學概

念，使收聽該單元的人在知識接收量上沒有負擔，但深究其內容，卻又能夠從主體知

識內容的比喻中，了解一種科學的現象，並產生豐富的相關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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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果

一、 節目製作：

「科學 180」科普廣播節目共有二期的成果作品，第一期為「科學教育」廣播單

元，第二期為「科學普及」兩大類型的廣播單元。

第一期科學教育單元共 25 集，講求的是在趣味輕鬆的表述方式裡，傳遞比較完整

的重要科學概念。包括下列主題：(廣播腳本見附錄一)

篇

數

主題名稱 對應廣播單元

1 揭開基因的奧秘—基因

醫藥生物科技(6)
1基因與疾病-尋找上帝生命語言的錯別字

2 2基因簡介-生命起源的聖經密碼

3 3基因技術在疾病治上的突破-雙螺蜁世界的藝術

大師

4 4人類基因組計畫—小細胞裡的登月壯舉

5 5從國病展現的契機-台灣本土基因研究

6 6基因晶片:基因世界的超級分析師

7 基因科技對倫理、法

律、社會之影響(4)
1生物複製技術-人類史上最麻煩的創意

8 2生命演化的新憲法-基因科技的人文議題

9 3基因科技對法律的衝擊-女媧補天

10 4早知道與不知道-基因科技對社會的衝擊

11 半導體—在導電與絕緣

之間 (5)
1.半導體產業-沙灘上創意比賽

12 2.來電不來電-原子世的八卦檔案

13 3.積體電路-無所不在的小方塊

14 4.半導體產業的垂直分工-IC世界的戰鬥秘笈

15 5.半導體在台灣-最重要的一頓早餐

16 電腦硬體(3) 1. 摩爾定律-電腦的進化方程式

17 2. 人腦的創意複製-電腦乾坤

18 3. 尋找新牧場-台灣電腦產業的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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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數

主題名稱 對應廣播單元

19 電腦軟體(2) 1. 電腦作業系統-它做的事,其實像打仗一樣

20 2. 程式語言-人腦與電腦的溝通藝術

21 無垠的聯繫—無線通訊

(5)

1. 3G行動通訊:明日世界的空中走廊

22 2. 光的家族-電磁波的種類

23 3. 大自然的奧秘-蜂巢式數位通訊結構

24 4. 配送訊號的貨運公司-行動通訊系統的比較

25 5. 載波技術-載著訊號旅行的空中巴士

第二期製作的「科學普及」單元共 65 集，其特色在於使用大量與民眾生活經驗結

合的情境劇為起點，透過活潑、有趣的劇情，帶出所欲介紹的科學主題；並大量運用

「比喻」及「轉喻」的原則，將科學知識做最簡單易懂的處理，讓社會大眾接近科學

的經驗，不再是一種硬梆梆、難以下嚥的硬知識，而是一種「喜聞樂見」、趣味橫生、

讓人聽來拍案叫絕的「知識點心」。藉由國人熟悉的故事場景，開展出全觀的知識光譜。

其相關主題包括：(廣播腳本見附錄二)

篇

數

主題名稱 對應廣播單元

26 資訊的高速公路—網路

科技(9)
1.網際網路為世界帶來的影響

27 2. 寬頻網路的發展

28 3.網路世界的小偷- 電腦駭客

29 4.電腦中毒了?

30 5.無線上網與3G

31 6.網路與醫療

32 7.ADSL的原理

33 8.藍芽是什麼

34 9.網路與生活

35 網中探理—網路與科學

教育(2)
1網路教育

36 2.網路上的科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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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數

主題名稱 對應廣播單元

37 黑白變彩色—肝炎研究

及國人肝炎防治(4)
1.肝臟功能與免疫系統

38 2.由文化角度看肝炎科學研究

39 3.肝炎的傳染途徑

40 4.B型肝炎治療與基因研究

41 化毒為藥--蛇毒研究(5) 1.血清

42 2.蛇毒血清

43 3.出血性蛇毒的功用

44 4.蛇毒抗癌

45 5.蛇與蛇毒

46 魚蝦的故事--水產養殖

研究(5)
1.水產養殖在台灣—水產養殖與觀光

47 2. 吳郭魚的育種改良

48 3. 水產人工繁殖技術

49 4. 超集約循環水養殖法

50 5. 冷凍的生物科技—石斑魚養殖

51 世紀之謎--鳥的生命起

源與演化(7)
1. 中生代遼西地區的生物環境_花祖宗遼寧古果

52 2. 中華龍鳥與特異埋藏

53 3. 鳥類不源於恐龍的胚胎證據

54 4. 鳥類源於恐龍的基因證據

55 5. 鳥類如何起飛

56 6. 恐龍生存年代

57 7. 同位素定年法

58 自然保育與生物多樣性

(5)

1. 介紹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和意義

59 2. 台灣生物多樣性的特色

60 3. 外來生物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平衡—福壽螺

61 4. 長期生態學研究—以福山森林生態系為例

62 5. 棲地保育

63 台灣環境變遷(4) 1. 用大便點燈--生物質能的再利用

64 2. 地球的垃圾處理場--溼地的重要性

65 3. 生態環境病

66 4. 未來工業的綠巨人—綠色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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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數

主題名稱 對應廣播單元

67 颱風與梅雨的研究(5) 1. 颱風的形成

68 2. 氣象雷達

69 3. 豪雨預報

70 4. 氣象尺度

71 5. 天氣預報

72 存在，怎麼找—天文(5) 1. 古柏帶與慧星

73 2. 觀察行星的誔生(SMA天線陣)

74 3. 日震學的由來與應用

75 4. 變星在天文上的重要性

76 5. 太陽黑子

77 從一剎那到永恆—談粒

子物理研究(4)
1. 撞擊與粒子物理

78 2. 萬物的起源-能量等於質量

79 3. STM掃描穿隧式顯微鏡

80 4.反物質

81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

堂—原子與分子(6)
1.化學反應的秘密

82 2 溫度等於速度

83 3.飛秒攝影

84 4.原子的構造—原子核

85 5.原子中的電子

86 6.太空實驗室

87 荷葉上的水珠—奈米科

技的新世界(4)
1.什麼是奈米

88 2.奈米技術

89 3.體內的遙控攝影機-奈米膠囊

90 4.奈米光碟

成品請參考節目之 CD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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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播出頻道：

上述之廣播單元節目及配合宣傳之節目廣告，均已於 92 年 10 月起，至 94 年 2

月間，在下列廣播電台播出完畢。

全國性電台：

警察廣播電台 FM 94.3 MHz

教育廣播電台 台北總台 FM 101.7MHz AM1494 KHz

地區性電台：

Best 989 好事聯播網─勁悅電台 FM 98.9 MHz

Best 好事聯播網－港都電台 FM 98.3 MHz

Gold FM 健康聯播網－台北健康電台 FM 90.1 MHz

Gold FM 健康聯播網－城市電台 FM 92.9 MHz

該節目製作完成播出後，不僅獲得國科會高度的肯定，共加製 100 份節目合集光

碟進行宣傳推廣，電台的播出反映亦極為熱烈，不僅主動在原先贊助播出時段外，新

增時段進行重播，甚至進一步洽詢是否有後續單元可供其播放，而電台主管與收聽聽

眾均來電表示，希望能有光碟形式的出版，以作為其家中學生之科學學習素材。

具體而言，該計畫之重要性與具體成果有三：

1. 就媒體播出型態而言：該計畫透過「科普廣播節目」的開發與製作，拓展科普

傳播的新版塊，在「科普影片」、「科普書籍」等視覺媒介之外，透過廣播「靈

活、多元」的媒體特性，以及「可攜性高」所帶來的傳播效果，使民眾避開視

覺的「獨佔性」所帶來的不便與阻隔，有效「觸達」科普知識，開拓我國科普

教育的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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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整合行銷傳播而言：該計畫的節目製作內容，乃充分整合科教處委外製成之

「科技萬花筒」電視節目所發展之 18 個科普主題，並對其進行資訊拆解、知

識密度的消化、創意重組，不僅在內容的親近性與知識性上可互為補充，更充

份利用廣播媒體的觸達率廣、可攜性高的特性，在科普教育工作中擔任其他科

普媒介之「入口媒體」的角色，充分達成科普整合行銷傳播之綜效。

3. 就節目創意表現而言：該計畫透過「資訊處理」與「創意處理」兩階段精準的

分工與整合，將科學知識的「重要發現、具體內涵、思考方式」和「民生資訊、

娛樂休閒、俗民俚語」等文化價值與本土意象充分連結。消除一般「科普絕緣」

之社會大眾對科學知識的排斥與陌生，使其對科學產生一個熟悉、親近、具有

想像的空間，並產生進一步深入接觸更多科普資訊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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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規劃

「科學普及的新版塊--廣播科普執行計畫」可說是國內科學普及傳播型態的一大

突破。廣播「靈活、多元」的媒體特性，以及「可攜性高」所帶來的傳播效果，讓民

眾避開「科普影片」、「科普書籍」等科普媒體類型，因視覺的「獨佔性」所帶來的不

便與阻隔，有效「觸達」科普知識，開拓我國科普教育的新里程。而利用「影像-言辭」

相互轉換之傳播原理與符號理論，讓原本極為依賴影像呈現的科學知識內容，在廣播

頻道中呈現，以及藉由「資訊處理」、「創意處理」兩階段細緻的知識轉換分工，增進

科學知識表現的「親近性」與「趣味性」，更是本次執行過程的重要成果。

因此，未來如何將相關作品的核心創意與成果，夠過「網路、劇場、電視、有聲

書」等形式，進一步的再製、延伸、推廣，則為下一階段的規劃重點。例如：如何利

用網站的建製目的與設計概念，透過網路即時、多元、互動性高的的特性進行科普推

廣，並和「出版」、「影片」、「廣播」等傳播管道相互搭配，建構成為全方位的科普整

合傳播網絡，或讓未能及時收聽的社會大眾與一般學生，能透過網站的連結與下載持

續學習，並將在此一架構下，再逐步發展充實，成為「數位國家科普資料庫」的規模，

都是推動科學普及工作重要的基礎建設，這些設計都將於後續計畫中陸續提案執行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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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科學教育」廣播單元腳本範例：

「科學教育」廣播單元 範例一

片頭：大腦 SPA 三分鐘，科學乾坤在其中，今天的科學１８０要為您介紹的是：

早知道與不知道---基因科技對社會的衝擊

俗話說：「千金難買早知道」，但基因科技的發展在未來有可能推翻這句話。未來的基

因科技，可以從你的基因來推斷你罹患某種疾病的機會有多少，大概在幾歲時會發生疾病

等等，它就像「鐵板神算」一樣，可以讓你「早知道」未來會發生哪些事情，可是，它卻

「不知道」：當你知道了未來之後，又會去改變那些未來。

比如說，將來你在找工作時，老闆會不會因為「早知道」你是某些基因疾病的高危險

群，而不敢雇用你？保險公司會不會「早知道」你的基因疾病，而拒絕你的投保？當你提

早個二十年知道自己會得一種治不好的病，這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要不要告訴你的另一

半呢？這些都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看不見的問題。

科技讓我們「早知道」了許多事，但「早知道」後，卻可能帶來更多我們並「不知道」

的後遺症。這些「不知道」的社會問題，往往是科學家無法預見與解決的，所以只有集合

大家共同討論，而且越早討論，才能讓我們在享受「早知道」所帶來便利的同時，避免我

們所無法預期的「不知道」，可能帶來的傷害與困擾。

基因告訴我們：「鐵板神算」常常算不準的，是他自己的未來。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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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廣播單元 範例二

片頭：大腦 SPA 三分鐘，科學乾坤在其中，今天的科學１８０要為您介紹的是：

半導體產業--沙灘上的創意比賽

陽光、空氣和水是植物生長的三個要素。對半導體產業而言，這三個要素就是沙子、

想像力，再加上想像力。半導體產業工程師們的工作，其實和在沙灘上堆城堡的小孩兒沒

什麼兩樣。

所謂半導體就是指介於完全導電與完全不導電之間的材料，而它的原料就是沙子中的

「矽」。海邊的砂主要是由「矽」晶體所組成的，而「矽」也是最普遍的半導體材料。「矽」

本來是一種絕緣體，但是若加入少量的雜質原子後，就會變成有點導電、又不太導電的「半

導體」。

如果把一塊小小的矽晶體分成幾個區域，然後在每個區域裡，加入不同的雜質，透過

這種特殊設計，半導體就可以變成一個體積很小的電流開關，再將不同種類的開關巧妙的

組合，就會成為手機或電腦裡頭，具有各種放大及控制功能的「晶片」。

半導體產業其實就像沙灘上的創意比賽，它們都需要沙子和創造力。如果沒有足夠的

想像力，將這些「開關」設計成具有放大及控制功能的電子晶片，那麼所謂的半導體就只

是一堆海邊的沙子而已。相對的，如果沒有沙子這種材料的特性，讓電子零件的體積可以

縮到最小，那麼今天一部電腦的體積，可能要比一座核能電廠還要大。

半導體告訴我們：長相很平凡，有時還很有用呢！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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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廣播單元 範例三

片頭：大腦 SPA 三分鐘，科學乾坤在其中，今天的科學１８０要為您介紹的是：

電腦作業系統：它做的事，其實像打仗一樣

當你一打開電腦，它就像要打仗一樣忙了起來。其中第一件事，就是馬上啟動「指揮

總部」，執行各種「調兵遣將、物資分配」的工作，而負責這項工作的「軟體」，就是所謂

的「作業系統」。

例如：當你點一下滑鼠，要電腦『播放張惠妹的歌』，電腦裡頭的作業系統可就忙囉！

首先，「作業系統」立刻啟動滑鼠的「驅動程式」，來察看這個從滑鼠傳來的電子訊號究竟

要做什麼，並核對一下你在螢幕的那個位置按下了滑鼠的訊號，當它確定了你是要「播放

張惠妹的歌」之後，便通知光碟機，叫它將 CD 上這首歌的訊號讀出來，而當光碟機將 CD
上的訊號傳出來後，它又趕忙將這些訊號傳給音效卡，並叫它將這些訊號轉成悅耳動聽的

音樂。

作業系統可以說是「你」和「電腦硬體」之間的橋樑，它直接接受「你」所下達的命

令，然後再下令給適當的軟體或硬體、或由自己完成工作。此外，它也必需進行各種工作

所使用的資源調度，例如：當你同時使用兩種軟體時，誰可以使用比較多的記憶體，這也

是由作業系統來分配協調的。

其實，作業系統的角色就好比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他負責整個公司的運作和分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直接為董事長-「您」提供服務。

電腦作業系統告訴我們：它的計畫和變化，都是為了等待你的「一句話」。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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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科學普及」廣播單元腳本範例：

「科學普及」廣播單元 範例一

虛張聲勢的電子--電子的行為

「片頭：科學 180，為你加油啦～」

（跑車緊急刹車）

A：先生，需要什麼嗎？

B：兩包檳榔。

A：喔～先生，這種輛車子好炫阿！很少看到喔！

B：還好啦，全台灣只有兩輛而已。

A：阿這樣跑起來很快吧？

B：還～好，上次新聞報導說測速照相拍不到的，就是我。

A：真的啊！你是做那一行的？

B：嗯，我經常出國，隨便玩玩，打打高爾夫球消磨時光，生活還過的去啦！

A：唉呦，看不出來！還很有品味的哩！

（手機電話鈴聲）

B：抱歉接個電話，喂…..是！老闆！是，您的紅色賓士敞蓬跑車洗好了！是！是！我馬上

開過去！

博士：

這個男人愛面子，自古皆然！可是你知道嗎？不只是男人，連組成物質的基本單位「原

子」，竟然也和死愛面子，拼命吹牛的男人是虛有其表、外強中乾！科學家發現，如果一個

原子像體育館一樣大，那麼真正構成它的物質，其實只有像小彈珠一樣大的原子核，和包

在小彈珠外面，幾粒像灰塵一樣的電子！除了這一丁點兒東西以外，原子裡頭空無一物。

根本就是由包在外面的電子打腫臉充胖子，給硬「撐」起來的。

電子究竟如何把原子給「撐」起來呢？原來，原子裏頭的電子，會以很快的速度到處

出現，這就好像電風扇，雖然他的葉片並沒有佔據整個空間，可是只要這些葉片移動的很

快，其實你還是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所以啦，我們取笑男人虛張聲勢、外強中乾的時候又多了一句：「男人靠面子，原子靠

電子！」

（跑車緊急刹車）

A：先生，又是你唷，兩包檳榔，對不對？

B：是，是…

A：喔！你的老闆又換車囉！

B：嗯～，不是啦，是…我又換老闆啦！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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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普及」廣播單元 範例二

網際網路為世界帶來的影響

「片頭：科學 180，為你加油啦～」

A：聽說你最近已經一年沒出門了，能把你約到出來可真不容易，怎麼，你連號子也不去

了啊？

B：去那兒？落伍啦！我都用網路下單。

A：哪吃飯怎麼辦呢？

B：我都用網路餐廳叫外賣！

A：哪你總得出去走走，做做運動吧！

B：我每天都在網路的「仙境」遊戲裡，跑步 10 萬公里。

A：ㄟ！那你的手指怎麼受傷的？

B：就剛剛就在「仙境」裡，跑步跑太久，手指頭拉傷啦！

博士：

嗯，如果不是神奇的網路虛擬世界，什麼事，都用手上的滑鼠「一點」搞定，大家一

定會以為這位大哥是不是倒立著跑步，不然怎會跑步跑到手拉傷呢？

在我們周遭，有無數的網路，找人幫忙攀交情，我們靠的是「人際」網路；出門壓馬

路逛街，走的是「道路」網路，打電話聊天，我們靠的是「電話」網路。

可是，從來沒有一種網路，像「電腦網路」一樣，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它把所

有網路全部連接起來，你可以用網路，和住在國外的朋友面對面聊天，你可以用網路買東

西，不必出門壓馬路，你，還可以用電腦網路看報紙、電視、聽廣播。

但是，電腦網路也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現象。例如：電腦打字打久了，有一些字你會

慢慢忘了怎麼「寫」！你可能在網路上交到許多從沒見過面的好朋友，但是，小心可別被

壞人給騙啦！當然，也別像這位大哥，發生了跑步跑到手拉傷的小意外。

A：ㄟ！我有事先走了，我要去西門町和我的網路小公主約會啦。

B：這裡不就是「西門町」嗎？

A：唉呦喂！我說的是網路裡面的西門町啦！我們約好在麥當勞碰面，ByeBye！。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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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普及」廣播單元 範例三

冷凍生物科技---石斑魚養殖

「片頭：科學 180，為你加油啦～」

斑斑：我歹命啦～！

龍王：誰這麼大膽？竟敢在本龍王的龍宮裡大吵大鬧？

斑斑：父王，是我，你美艷動人、身材火辣到掉渣的乾女兒—石斑魚……斑斑拉！

龍王：喔~~~原來是斑斑阿！怎麼拉？誰欺負妳了，告訴父王，父王替你做主！

斑斑：父王，人家的條件這麼好，可是居然沒有帥哥來追我！這樣下去人家要怎麼結婚生

子啦～～

博士：

這石班魚小姐的條件那麼好，怎麼會沒有一大票的「魚」來追呢？難道雄的石班魚都

瞎了眼睛嗎？原來，石斑魚是雌雄同體，五歲以前是雌性、五歲以後才會變成雄性，但問

題是，有多少石斑魚能夠存活到五歲呢？所以在石斑魚的世界裡，雄魚的數量總是比雌魚

還要少，這造成他們要繁殖的時候，母魚往往找不到對象，難怪石班魚小姐要大嘆找不到

「配偶」啦！

石班魚這種女多男少，陰盛陽衰的情形常常造成繁殖的困難。於是水產養殖專家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就把雄魚的精液用超低溫冷凍技術給儲存起來，在配種的時候，再把冷凍

的精液解凍，和雌魚進行配種，這樣子就 OK 啦。

龍王：乖女兒斑斑，父王花了三年功夫找了水產養殖專家成立了「石斑種魚精子銀行」，終

於把所有帥哥的精液全部冷凍儲存起來了！這些先進科技可以留住男性雄風中的

精、氣、神，等到你想生小魚的時候，保證這些解凍以後的精子，還是和新鮮的一樣

──生猛有力唷！

斑斑：父王啊，來不及了，我今天剛滿五歲，變成雄魚啦！

（片尾：小知識，大乾坤！以上單元由國科會製作提供

國科會邀請您共同加入全民科學有氧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