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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简    报 
 
2021 年第 8 期    总第 133期    2021年 10月 5 日 

大手拉小手，科学路上向前走 
王渝生 

8月 30日至 31 日，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举行科普报告交流

活动，会议通过线上报告的形式，有 8位科普工作者交流了他们对青少年进行科

普讲座的内容：北京大学教授王韬的《情感智能机器人》，中科院力学所高级工

程师郭亮的《身边的科学》，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王立祥的《学好心肺复苏救

心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国连杰的《火山：毁灭与创造》，中科

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孙万儒的《病毒之谜》，云南省教科院高级教师席学荣的《创

新引领 科学启航》，内蒙古煤炭建设生态环境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同智的《神

奇的植物世界》，东南大学教授任祖平的《青少年朋友怎样参加到科技创新活动

中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巍的《地震机理与避震常识》。  

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评议与讨论。 

“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前身为 2000 年启动的“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希望行”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大手拉小手希望行活动覆盖全

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300个地级行政区、50%以上的行政县，面向

未成年人开展科普报告约 3万场，受众逾千万。 

武向平院士在内蒙古海拉尔区呼伦小学讲座 白武明研究员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50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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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创新精神时，多次提到了好奇心，

鲜明指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

奇心。”“以单纯的好奇心而非功利心来驱动，看似天马行空，实则暗合规律。

基础研究来不得急功近利。”习近平特别强调：“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

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

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在习近平讲话精神鼓舞下，历经 20年发展的基础，2020年 9月 19日，“大

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成立仪式在全国科普日活动上成功举办，它由中国科协青

少年科技中心发起，组织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清

华大学老科协科普报告团、航天科普报告团等专家，面向中西部基层中小学校开

展科普报告巡讲活动，以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好奇心，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科普报告汇已组织了成员单位的专家，面

向中西部地区中小学，开展“爱科学 心向党——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庆祝建

党百年巡讲活动”，内蒙古是巡讲活动的首发站。这次巡讲，科普报告汇主任武

向平院士亲自带队，在呼伦贝尔市巡讲一周，深入到海拉尔区、陈巴尔虎旗、牙

克石市等面向 32所中小学校。科普报告汇副主任、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团长白武明则带队到新疆乌鲁木齐、和田、阿克苏的 32所中小学校，为青少年

和教师带来丰富生动的科普演讲。此外，还到广西等中西部地区中小学进行了科

普巡讲。 

摘自《科普时报》本文被《人民日报》强国号官网转载 

 

 

南国热情红似火  温暖远方科普人  

——汕头科普巡礼  

许木启 

 

是谁敲开了青少年渴望科学知识的窗门？  

是谁用汗水浇灌了学生们求知若渴的心灵？  

是科学普及的金钥匙打开了科学神秘的面纱，  

是勤劳的科普人用汗水为孩子们洒下了知识的甘霖。  

是的，我们是奔忙而勤奋的播种者，  

是的，我们是辛劳而高兴的科普人。 

五尺讲台，世界在我们心中跳跃，  

挥洒汗水，我们传递的是科学真金。 

别看我们老眼昏花和白发苍苍，  

我们的步履还是那样轻盈，腰板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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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站麻了腰板累酸了，  

衣服汗透了嗓子讲哑了，  

我们的头脑却非常清醒。 

我们的心胸如海洋一样浩瀚，  

我们的视野如同天空一样晴朗， 

我们的双眼像阳光一样穿透宇宙星辰！  

我们和青少年在一起，就会显得永远年轻。 

我们洒下的是辛勤的汗水，  

我们收获的是未来科学的精英！  

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心愿，  

这就是我们一颗火热而不老的心！  

啊，汕头，  

闻到了椰林的扑鼻芬芳，  

听到了南海拍岸的涛声，  

更感受到了汕头人民那大海一样的深情！  

北京—汕头，汕头—北京， 

共同的神圣使命，把我们的心牢牢拴紧，  

让我们鼓足一股劲，拧成一股绳， 

手拉手心连心，  

一起精心培育祖国未来的花朵，  

一起把科普事业推向前进！ 

 

晋中科普撷英 

徐文耀 

9 月 25 日至 30 日，徐文耀、韩莉、许木启、王文利 4人赴山西晋中科普，

六天，每人六地，七所学校，七场报告。诗照以记之。 

六天六地六换房 虎头山顶颂歌朗 七校七场誉满堂 烈士墓前哀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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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留足印  湖南岳阳响课音 

9月 26日至 28 日，由成都市成华区科协主办，四川中科宏浩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协办的“科学您好——科学家进校园”科普活动邀请我团刘定生、郭传杰、

陈贺能、原魁、孙保卫、石磊团员在四川地区开展了近 30场科普讲座。已在成

都讲座的王渝生团员也加盟了本次讲座。 

低炕矮桌多古韵 灌肠削面少铺张 

汾河过后是太行 科普潮起三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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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你好”项目依托中国科学院强大的专家资源支持，科学家们结合当下

热点进行主题讲座，实施“故事领先，趣味第一”的教学方法，让青少年有机会

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科学家，学习科普知识，享受科普魅力，激发科学兴趣，

培养科学素养，真正做到“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摘自 四川教育在线 

9月 27日至 30 日，岳阳市“2021年全国科普日暨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

团岳阳行活动”举行，我团白武明、陈广南、刘大禾、吴瑞华、崔凯 5位团员来

岳，在市委党校、湖南理工学院和岳阳市中小学校举办了 25场科普报告会。 

本次活动由岳阳市科协、市教体局主办，各县市区科协承办，团员们为全市

青少年、党政干部和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带来一系列有关光学物理、飞行力学、

地球物理、生物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科普知识讲座。讲座现场均设置了互动环节，

听众尤其是学生，得到向老科学家们提问的机会，现场聆听科学大咖答疑解惑。 

岳阳市科协于 2020年与演讲团签订合作协议，将常态化引进专家团队来岳

授课，以国内优质科普资源服务岳阳公众科学素质提升。 

摘自 《岳阳日报》岳阳网 

 

 

正高职称起步、平均年龄 69 岁 

 这个科普演讲团有点“牛” 
“结合你的个人经历和科研工作，报告会更有趣味。” 

“科学意义能不能讲得更清楚？” 

“这个字体在屏幕上看不清楚，表述和细节上还需更严谨。” 

…… 

不是论文答辩，不是教师应聘，这是一群老科学家在“面试”另一位老科学

家。 

9月初，北京中关村。初秋的阳光洒进一间小会议室，这位领域内的大专家

刚刚用 1小时完成科普试讲，正在接受 8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同行们“挑剔”，并

等待最后评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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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团部分成员聆听候选团员试讲 

通过评议，他才能加入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这个事要做就做得好一点”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是一支由中科院领导并得到中国科协支持的科

普队伍。60多名成员，平均年龄 69岁，以中科院退休研究员为主，兼有其他单

位专家教授和热心科普事业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虽然团员里不乏各领域的大教授、老所长，演讲团成立 20多年来，入团严

格“面试”一直是传统。 

哪怕已经做过上百场科普演讲，入团之前，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王文利仍

经历了两次试讲。“这个团要求真高！可不是自报家门能过关的。”王文利感慨。 

经历、身份、地位，不能轻易打动评委。某发射中心一位退休领导，主动请

求加入科普演讲团，可第一次试讲就碰了壁。带着一堆建议回去，反复修改课件，

还多次旁听了团员们的科普课，第二次试讲终于顺利通过。 

“大家都觉得，这个事要做就

做得好一点。”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所研究员、科普演讲团团长白

武明说。 

把事情做好，先从提高门槛开

始。要进演讲团，得有团员推荐，

得有正高职称，最好 60岁以上确

保有足够演讲时间，以及必须在三

次机会内通过试讲。 

“我们不只是去告诉孩子们一个答案，而是告诉孩子们怎么提出一个问

题。”科普演讲团团员、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原副所长高登义说，科学思维就是这

样点滴培养起来。 

“老科学家四个字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每位团员年演讲超百场、“讲课冠军”一年能讲 230多场、10 位团员累计

演讲超千场……科普演讲团走到现在并非易事。 

20 世纪 90年代末，老团长钟琪骑着自行车，跑到北京海淀区教育局，找上

门要给孩子们讲科普课，想不到却经常吃闭门羹。 

一点一点坚持，局面慢慢打开。 

有一次，白武明到广东一所学校演讲。在校门口等了半天，也没人出来领路，

打电话联系，才出来一位老师：“哦，你就是来讲课的那个啊，来吧。”这才把

他带到报告厅。 

讲到一半，校长、副校长过来听了听，不走了。演讲结束时，校长一路把白

武明送到门口，一再邀请：“明年一定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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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是一堂课一堂课讲

出来的。 

看五遍电影、读三遍小说，

自己演算了 200多道计算题，才

有了这场以电影《流浪地球》为

引子的科普讲座——《从流浪地

球说起》。怎么能把孩子的心思

“抓住”，又不被天马行空的问

题“问倒”？原中科院地球物

理所所长徐文耀拿出当年登上

国际学术论坛的劲头，背后下足

了功夫。 

科普演讲团的团员们现在

手头准备了 200多个演讲题目，

同一主题还有不同版本，以应对

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职业身份

的受众。 

“这个团的风气，有着不一

般的严谨和科学。”42岁的张劲硕是科普演讲团“特招”的最年轻团员，目前

还担任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一职。说起团员的身份，他有些诚惶诚恐：“老科

学家四个字不是随便叫的，这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后浪推前浪，何虑功不成？” 

2014 年，已经 70岁的徐文耀到山西长治市壶关县石坡乡中学讲课。从长治

到壶关有 40分钟车程，石坡乡离县城还有 40公里。 

这场科普讲座是乡长极力争取来的。学校条件不足，乡政府暂停办公，腾出

简陋的会议室。该讲课了，突然停电。乡长一着急，骑车赶了 20里乡路，专门

借回一台发电机，这才让投影仪“复工”。 

赤诚之心，相互映照。 

“互联网时代，偏远地区的孩子不一定懂得少，大城市也不见得就普遍重视

科学素养。”科普演讲团一位成员说，“我们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孩子

知道科学家是怎么想问题的，这是对科学教育的一个补充。” 

风雨兼程，科普演讲团的老科学家们仍觉得前路漫漫。但正如徐文耀在一首

小诗中写到的：“后浪推前浪，何虑功不成？”  

摘自 2021.9.17《新华视点》 当日浏览量：103 万 

 

白武明在汕头与聿怀中学高中学生互动 

徐文耀与汕头市龙眼小学学生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