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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教育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保健措施。作为开展健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医务人员进行医学科 

普文章创作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工作经验以及读者调查意见，探讨和总结了受到大众欢迎的医学科 

普文章的特点包括：(1)作者一般具有专业背景；(2)选题具有贴近生活、热点话题的倾向；(3)叙述的手法具有构思 

巧妙的故事性；(4)标题、开头、结尾的处理别出心裁；(5)插图的视觉冲击力有 日益加强的趋势。介绍了撰写医学 

科普文章的写作技巧，包括：(1)设定一个“非我写不可”的主题 ；(2)给文章及开篇确定一个好的标题和切入点；(3) 

把最想让人记住的核心内容、知识点放在最醒目的位置；(4)最好能提供自制、自描、自画、自摄的图片和简短文字 

说明；(5)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6)观察、积累、思考、练习，渐人“文章写我”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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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So far as medical personnel，it 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o write medical popular articles．Accord— 

ing to analysis on experience and survey of readers，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popular articles are sum— 

marized：(1)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f writer；(2)Selection point focusing on life and hotspots；(3)One 

story in the text；(4)Ingenious title，opening paragraph and ending；(5)Illustration for visual impact． 

W riting skills ar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1)Setting topic with uniqueness；(2)Setting a good title 

and entry point；(3)Place core contents and keypoints in striking place；(4)picture supply；(5)writing 

with a true self；(6)observation，accumulation，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e，then gradually reach the world 

of“writings comes freely from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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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健康教育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保健措 

施，是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有资料 

表明，通过健康教育，可以大大降低群众医疗费用的 

负担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雁飞 向全国 

医务人员发出倡议，呼吁医学界应勇担历史责任，大 

力开展医学科普教育 引。开展医学科普、健康教育 

有多种形式，例如电视讲座、广播、板报、发放宣传资 

料及举办培训班等 。撰写、出版医学科普文章也 

是开展健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我 国医务工作者为数众多，人才济济，越来越多 

的医务人院渐渐肩负起 向已患病人群或未患病人群 

进行健康教育的职责，有强烈 的意愿进行各种形式 

的健康教育、科普宣传，其中包括为医学科普期刊撰 

写稿件 。就笔者所接触 到的医生、了解 到的情况而 

言 ，大多数医务人员 的困惑在于如何快速写好一篇 

医学科普文章，迫切希望了解什么样的稿件才能受 

到医学科普期刊编辑的青睐。本文探讨和总结了受 

主编 、编辑 、读者欢迎 的医学科普稿件 的特点及其写 

作技巧 ，对于促进医务人员的健康服务水平和健康 

教育效果 ，缩小医疗健康信息不对称的落差，改善医 

患关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l 医学科普文章的特点 

1．1 作者一般具有相关专业的背景 刊登在医学 

科普期刊上的文章，其作者一般可分为：有医学相关 

专业背景的和无医学相关专业 背景的两大类。其 

中，有专业背景的作者比例高于无专业背景者。后 

者多数写一些经历体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感情婚 

姻或性爱故事等稿件，作为弓l子以供专家点评。大 

部分 比较受欢迎的文章是由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的 

作者所撰写 的，或是在专家指导下撰写的，或是由专 

家点评的 ，或是专家接受记者采访的采写稿 。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冈，一般认为，专业人员拥 

有的信息相对更加充分，更加符合科学精神，其传播 

的科学理论和知识相对而言比普通作者或大众更加 

经得起考验 和推 敲 ]。因此 ，具有相关专业背景 的 

作者在读者心目中的份量、权威性也是普通作者所不 

能比拟的。这类作者构成医学科普期刊作者的主要 

来源。在该专业领域受到多数同行认可、获得一定社 

会职务(如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主任委员等)、知名度 

较高的专家，其撰写的稿件或接受采访的采写稿更容 

易受到读者欢迎和信任。同时，这些专家撰稿或接受 

采访的稿件对于提高医学科普期刊在医务人员的影 

响力和撰写科普稿件的号召力具有重要作用。 

1．2 选题具有贴近生活、热点话题的倾 向 我们在 

2008年进行的《家庭医生》读者意见调查 中发现，选 

题为生活指导类 的文章非常受读者关注 ，尤其是与 

营养、睡眠、运动、用药相关的栏 目文章，例如《吃出 

健康》、《餐桌故事》、《睡眠中心》、《运动科学》、《生活 

中医学》、《家庭医生药房》等，每期杂志入选最受读 

者喜爱的前 5名文章多数 出自上述栏 目。那些紧扣 

社会热点话题 、重大社会新闻的选题也很受欢迎的， 

而且常常被编辑部当作重大题材操作，由编辑、记者 

执笔而成 ，刊登于专栏策划类栏 目。据调查数据显 

示，专题策划栏 目的文章长年占据最受读者喜爱的 

文章的榜首 。这些文章不但受到读者欢迎 ，也得到 

同行和专家的认可，例如刊登于 2008年 7月下半月 

版的《祝福奥运 ，在灾难 中学习救治常识 》一文，紧扣 

奥运、地震两大社会热点，传播在灾难中的急救常 

识，获得第八届广东省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文 

章一等 奖。选题的途径，除了有贴近生 活、紧扣热 

点，还有 紧扣时事政治 、源 自临床实践 、转化科研成 

果等途径 ]，年轻的医务人员也可以从科普讲座 、学 

术报告、学科会议甚至科室举行的临床病例讨论上 

获得选题 。 

1．3 叙述的手法具有构思巧妙的故事性 叙述 的 

手法是指主体内容的表达方式。大多数读者喜欢构 

思巧妙、以故事为载体的科普文章。例如《餐桌故 

事》栏目的文章，以餐桌上人们谈论的饮食、卫生、营 

养等话题为中心，引出一个个困惑、问题及种种似是 

而非的说法，然后请营养师对故事中捉到的问题给 

予针对性的解答 。这类“故事+点评”式科普文章既 

介绍了知识，又联系了实际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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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味、生活味、现代味、人情味和文学味_6]，对读 

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医学科普文章的故事性有 4 

种表现形式__7]，据统计，2008年《家庭医生》下半月 

版最受读者喜欢的前 5篇文章中，平均每期至少有 

1篇属于“故事+点评”型的带有故事色彩的文章， 

而这 尚未包括其他 3种故事表达形式的文章 。 

《自然》(Nature)主办方曾于 2007年来广州与 

中国的同行及医学科研人员进行交流 ，他们表示 ，一 

篇好的论文是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面向专业人员 

的学术论文尚且对文体的可读性要求如此之高，面 

向大众的医学科普文章应该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关注的是 ，我们的调查资料还显示，以传 

承健康理念、传递爱心与温暖为主旨的卷首语栏 

目，每期刊出 1篇仅占 1个版的文章，虽然其实用 

性 、知识 性 不 如其 他 文章 ，但 由于其 文 笔隽 永 优 

美 ，哲理小 品启迪 心智 ，故 事性的表达形式灵 活多 

变，能促进读者深入思考关于健康的理念，受欢迎 

的程度也相 当明显 。 

1．4 标题、开头 、结尾的处理别出心裁 一篇优秀 

的科普文章，其标题往往颇具冲击力、吸引力，而且 

关键信息含量大 。做标题没有 固定 的、唯一的模式， 

既可以是 四五个字以内的短标题 ，也可 以是复合型 

标题 ，即简洁的主标题+眉题或副题 +小标题，还可 

以借鉴其他长标题模式，例如“知音体”式标题。《知 

音》是我国成功的情感纪实类杂志，以“人情美、人性 

美”为办刊宗 旨，其 内容行文绚丽、煽情 ，多变的激扬 

文字特色、诗化的语言风格、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体现 

在标题上 ，构筑 了 自成一派 的“知音体”风格 。在做 

两性、心理、生活等重在情感共鸣的医学科普文章 

时，不妨借鉴“知音体”的手法，有助于摆脱冰冷的 

“知识说教者”的面孑L，让读者感受到爱心与温暖。 

文无定法，写文章并无永恒不变的模式，同理， 

做标题亦不要执著于一成不变的固定范式。科普文 

章的标题(包括大标题、小标题、肩题、副题)、导语、 

开头和结尾，当以高冲击力、高性价比为设计理念， 

力求做到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该文章所吸引。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快 ，人快我变”，这是解 

读“别 出心裁”的重要原则 。 

1．5 插图的视觉冲击力有 日益加强的趋势 传达 

同样的信息内容和情感渲染，有效图片的视觉冲击 

力、传播力、感染力比文字来得更为强烈。例如在 

QQ聊天时，同样是表示微笑的含义，打出一个圆 

脸、眨眼、嘴角上扬的笑意图远比“呵呵”两字的感觉 

更为亲切和直接 。一图胜千言 ，成功的广告，既有言 

简意赅的广告语，更有图形传递的无声语言。直观、 

形象的图片是人类共通的表达方式，能超越各种不 

同语言体系的藩篱，降低读者付出的阅读成本，对读 

者而言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这也是电视观众的智力 

门槛远低于报纸 、杂志和 图书的原因。图片在医学 

科普传播中的优势亦是不言而喻。虽然国内的医学 

科普期刊的现状，远远未达到“选题常因图片问题而 

被否决”的地步，但图片的重要性日益被提高。能够 

有效辅助传达科普信息、知识的图片对于提升医学 

科普文章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据本刊的读者意 

见反馈显示，读者对插图的期望值比较高，希望图片 

质量更高些，插图设计更灵活些，与文章内容更贴切 

些，要给人活泼、健康、阳光的感觉，各类风格的图片 

的编排要更谐调 ，减少与内文 无关的插 图。这提示 

插图对提升期刊质量方面仍有较大的进 步空间 ，可 

能的原因是图片(尤其是既生动又能传递医学知识 

的图片)来源不足、设计理念与办刊理念有偏差、没 

有充足的编辑资源进行 图片的加工等 。 

对上述医学科普文章的特点有了深入的了解之 

后，在写作科普文章时就能抓住特点，发展出诸多的 

写作技巧。 

2 医学科普文章的写作技巧 

2．1 设定一个“非我写不可”的主题 术业有专攻 ， 

如果写《专家谈病》、《专家门诊》这类对作者身份有 

较高要求的稿件，最好有细分的专业，写自己熟悉的 

专业的稿件，保证稿件内容和观点与时俱进和该专 

家的权威性，一个肛肠外科的专家写一篇关于肠镜 

检查提高直肠癌早期发现率的科普文章比起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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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发作该怎么办的文章来得驾轻就熟且容易获 

得读者的信任感。如此类推，写《吃出健康》栏 目的 

稿件最好有营养学的专业背景，写《女性呵护》栏 目 

的稿件需要有妇产科、性医学等专业背景。除了专 

业规范外，独特的临床经历、与时俱进的新观点、新 

理念、新技术也是选择写作主题的重要考虑因素。 

用 自己的语言，用 自己的体会 ，用 自己的思考 ，提供 

唯一的、原创 的文字，拒绝大段抄录教科书。一名医 

护人员如果想要创造出具有真实价值的医学科普作 

品，必须使用他 自己生活 中的素材和经历。 自身经 

历的唯一性 ，决定 了寻找一个“非我写不可”的主题 

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2．2 给文章及开篇确定一个好的标题和切入点 

文章有 了成功的标题和开篇，即成功 了一半。给医 

学科普文章拟标题、定切入点，有很 多种办法，例如 

以抓住热点切入 ，以满足需求切人，以设置小说式悬 

念切入。热点是指近期热议的话题，包括热议的社会 

话题和医学话题、热 门歌曲、热播的电视节 目和电影 

等，通常结合核心内容的关键词和热词。满足需求是 

指能够一针见血提出中肯的观点，满足读者现实求医 

问药的困惑 ，通常用疑问的手法提出。制造悬念则需 

要很高明的写作手法和文学水平。标题、开篇和选题 

息息相关 ，三者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3 把最想让人记住的核心内容、知识点放在最醒 

目的位置 对于 大多数没有经 过训练的写作者 而 

言 ，标题 、开头 、切入点这些属于外包装 的附属品并 

非最重要的，如同“买椟还珠”故事里的椟与珠的关 

系那样，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是内盛的珠宝，而非装载 

珠宝的盒子 。然而，易被漂亮外表所诱惑这种人 性 

的弱点是不容易改变 的，写作者也不可能去责怪 读 

者有眼无珠不识货。因此，写作的时候，需要谋篇布 

局、精心构思，把最想让人记住的核心内容、知识点 

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以故事作为载体写科普文章， 

与写普通小说的最大区别是，最终让人记住的不仅 

是故事、人物 ，还有故事承载 的知识点、实用点。故 

事是工具，传播知识和理念是目的。同时，由于信息 

时代的阅读特点是快餐式、碎片式阅读，除非编辑有 

特殊要求，医学科普文章宜短不宜长。 

2．4 最好能提供 自制、自描 、自画、自摄的图片和简 

短文字说明 编辑是非常欢迎作者提供 图片的 ，如 

果作者在供稿的同时附上 自制 、自描 、自画、自摄 的 

图片以及简短的文字说明，将会大大提高稿件 的采 

用概率。和文字内容的要求相似，图片量不在于多， 

而在于是否能传递与该文主题相关的核心信息、医 

学知识和人文理念。同时，图片也有版权的问题，谢 

绝拷贝式的拿来主义 ，如果确实选用 已有版权的图 

片 ，应提供该图片的出处来源 ，以免引起误会。 

2．5 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 有些专家、领导、医 

务人员的讲话水平是很高的，发言时能吸引周围的 

人群，在做健康讲座的时候常侃侃而谈，内容生动有 

趣。但却少有写成文字的科普文章。这个问题，一 

是担负过多的责任感反而不易落笔成文，二是 由于 

工作太忙无暇构思文章，一旦提笔写作，往往不知从 

何下手。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做到“我手写我 

口，我手写我心”，要去除刻意 而为的雕 琢，返 朴归 

真 ，顺其 自然 。另外 ，由学生将讲述 内容整理成文也 

是一个解决办法。中国传统文化大师级人物南怀瑾 

的著述《论语别裁》并非他本人亲笔所写，而是由他 

的学生根据他的讲课内容记录整理而成，在大陆由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大受欢迎 ，发行过百万册 ，被 

誉为中国图书界的“神话”。由此可见，讲演一整理 

是一个很有效的健康传播形式，在讲演时完成人际 

间传播，再经整理成文刊发完成大众传播。 

2．6 观察、积累、思考、练 习，渐入“文章写我”境界 

医学科普文章的写作需要经历观察 、积累、思考和 

练习的过程，要经常练笔。经常提笔写作的人，好比 

生过孩子的妈妈，再生产是非常顺 利的。好文章 的 

写作过程中，作者常有一种“不吐不快、如梗在喉”的 

感觉。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写《生死疲 

劳》只用 43天，但素材积累了 43年嘲。他坦言从川 

端康成的作品获得了写作的灵感和方法，“从此以 

后，当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 



第 12期 丘彩霞：医学科普文章的特点和写作技巧 1693 

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 

写小说 ，现在是小说 写我 ，我成 了小说 的奴隶”Lg]。 

如果科普写作到了“文章写我”的境界，不但无需担 

心快速写就的问题，大概离出产伟大的作品也已不 

太遥远 。 

以上是几点医学科普文章的写作技巧 ，实际写 

作中还可运用很多其他的技巧，当然所有的写作技 

巧都要建立在传承健康理念、传播健康知识、传递温 

暖与爱心的用 意之上 ，用心 、用情甚 至用灵魂去创 

作。假若要用一 句话概括 医学科普写作 技巧 的要 

点 ，那就是“把理性思考的结果用感性的文字形式进 

行表达”。 

3 结语 

医学科普、健康传播是医务人员的天职。过去 

如是，现在如是，未来亦如是。近年来，医学科普期 

刊有逐渐 向新 闻采写报道 的方 向发展 的趋势 ，策划 

专题报道类文章增多是最 为明显 的迹象 ，这类稿件 

通常 由编辑部记者、编辑执笔完成 ，是当期杂志的重 

点文章。但是，由于采编人力资源的紧缺或杂志总 

体栏目策划构思定位等原因，这类稿件一般在整本 

杂志所 占的篇幅并不 大，还有相当多的版 面需要编 

辑向作者约稿或采用自由撰稿人的来稿。医务人员 

应该有决心 、有信心、有恒心去完成包括撰写医学科 

普文章在内的健康教育职责，努力提高健康教育水 

平 ，结合 自身的特长 ，掌握医学科普文章的特点和写 

作技巧，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为提高国 

人的健康素质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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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的全部 内容，因此要积极 

整合校内各种资源，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提供 

仪器设备保障，促使各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J颐利开展。 

5．3 完善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的评价与激 

励机制 大学生仓 新性实验计划作为大学生实践能 

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其 

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评价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在准 

确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奖励是保证计划长期 

实施的关键。将学生的创新活动纳入到正常的本科 

教学体系中，学校可为参加实验项 目的学生制订培 

养方案和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学分认定、选课、考 

试、成果认定等，从而将创新实验计划项 目规范化、 

制度化 。激励机制 主要 从学生和教 师两个 方面考 

虑，以激发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保证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计划项目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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