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罗宝林副校长与团员在学校大门前合影 

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简   报 

2024 年第 5 期   总第 169 期   2024 年 5 月 3 日 

好雨随君至  科普进育才 
4月 17日至 20日，夏青、许木启、韩莉、王俊杰和杨海花 5位团员，应邀

来到宁夏育才中学，参加该校的“科学家进校园”活动。这是学校连续第十一次

邀请我团团员来校讲座。学校一如既往地重视此次活动，罗宝林副校长提前一个

月就与领队杨海花团员联系，协商购买了起飞时间合适、离各位团员住家距离较

近的机场的机票。到达当日，刘文斌主任到机场接机，王寿江校长、赵保利副校

长、罗宝林副校长热情接待了团员们。 

在到达当日的现场

交流中，王俊杰和韩莉

团员了解到讲课时长是

2 小时，当晚及时调整了

PPT，为之后的 4场讲座

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

考虑到团员们有的年龄

接近 80岁，学校把午饭

安排在学校食堂，让团

员有一个较充足的午休时间。因育才中学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在读博士教师想与夏

青团员当面请教问题，夏青团员在 19 日午餐后，没有回宾馆休息，与该年轻教

师交流研讨了近 4个小时，令其获益良多，夏青团员下午继续精神抖擞地为同学

们上课。 

在两天讲课中，团员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场景，在高中学生还未入场的时候，

一位老师带着自己的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提前来到报告厅，跟授课老师商量，

希望允许孩子听报告。在杨海花团员的讲座中，分别有 1位初中和 1位小学的学

生来听讲座，他们坐在第一排听得非常认真，不停地记着笔记。在互动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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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杰为高二 36班苏容同学赠送院徽 

那位初中的同学敢于和高中的大哥哥姐姐们同场竞技，表现出色，也因此获得一

支纪念笔作为奖励。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育才中学的老师们对我团科普演讲质

量的认可，愿意替孩子请假，带他们来提前接受科普知识的熏陶。 

育才中学为每位团员配备了 2-3 位老师全程陪同，保证了 20 场讲座的顺利

完成，共有 4800 名高一和高二的学生聆听了讲座。陪同的老师轮换，也是为了

让他们有机会听到各位团员的讲座。

为了让高一和高二的全体学生每人

都能听到一场讲座，学校除了启用单

体容量为200人的4个阶梯教室和多

功能厅外，还启用了容纳人数更多的

文化交流中心，王俊杰团员被安排在

交流中心，每场都为 400名学生做讲

座。 

在王俊杰团员的一场讲座中，有

一位女同学，在互动环节中和其他两

位男同学共同答对了老师的问题，在

最后 PK 阶段，她再次答对。当听说她身体不适无法上台领奖后，王俊杰就从台

上走下来，将中国科学院院徽赠给她并合影留念，同时鼓励她好好学习，争取今

后成为一名优秀人才，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位女生激动地表示，今后一定

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争取成为一名科学家。 

18 日第一天的讲课结束后，银川就下起了大雨，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停。据

气象部门播报，这是 2000年以来，宁夏地区在这个季节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春雨，

有利于农业生产及生态恢复。俗话说，春雨贵如油；罗副校长说，我团的到来不

仅为同学们带来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带来预示着丰年的这场珍贵的春雨。 

杨海花  供稿 

 

 

学生受益猛禽课   救助受伤猫头鹰 

4 月 19 日，山东单县一中附属小学四年级的张紫瑞、章圣杰同学正在校园

内进行课外活动，突然，他们发现一只猫头鹰蜷缩在屋外角落里，显得疲惫而虚

弱。孩子们立刻意识到这只猫头鹰可能受伤了，于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保护起来，

并及时通知了学校的管理人员。学校立即联系了单县林业局救助站，经过诊断，

猫头鹰的翅膀受了轻伤，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精心照顾下，猫头鹰的伤势得到了

有效控制，逐渐恢复了活力。救助站人员感谢孩子们的及时发现和学校的积极配

合，使得国家保护动物猫头鹰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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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平为单县一中附属小学做 

题为《猛禽之美》的科普报告 

这次意外

的发现，得益于

十天前学校举

办的一次科学

大讲堂活动。在

那次活动中，科

学院杨卫平教

授受邀走进该校，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猛禽之

美》讲座。 

杨教授在讲座中特别提到了猫头鹰，这种

神秘的夜行性猛禽，以其敏锐的视力和听力在

自然界中独树一帜。他还向学生们普及了保护

猛禽鸟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猛禽对人类社

会的助益，它们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还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教授了实际

操作中的知识和方法，包括如何正确识别猛禽、

如何在遇到受伤或迷途的猛禽时采取适当的救助措施等。 

正是这次讲座，让学生们对猛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猫头鹰意外出现在

校园时，学生们能够迅速认出它，并知道如何妥善处理这一情况。 

此次救助行动不仅展示了单县一中附属小学师生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也体现

了科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和实践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山东单县一中附属小学 供稿 

 

 

 

衢州之行有感悟 
胡健民 

4 月 21 日至 24 日，应浙江衢州市图书馆之邀，我外出执行科普演讲任务，

这是继去年 10 月在呼和浩特实验学校察哈尔分校后第二次单独在京外演讲，不

同的是上次是中学，这一次是小学。3天时间讲课 4场，听课人数为 820人。 

这次活动的体会是，孩子是天真的，他们的内心很干净，无论好学校还是差

一点的学校，我们需要做的是注重自己的演讲方式，真诚地与他们沟通，在传播

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传达给他们科学精神。在大洲镇中心小学讲座时，有位小

女生回答问题时说错了一句话，冒出来一句“南极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那个小女生害羞得头都抬不起来，我赶快对同学们说，大家不要笑，虽然她刚才

说错了一个词，但是她的回答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南极大冰盖如果

独行侠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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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民在常山县天马第二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合影 

全部融化，会造成地球上一些生物的灭绝，从而导致生物链断裂。所以我得给她

一个小礼物，鼓励她今天的发言。于是我把这个孩子请到台上，在一张精美的北

极明信片背面签了

名送给她。小女生

小声地告诉我她很

高兴。 

在实验小学参

观图书馆时，赶上

了一堂公开课，一

位语文老师给孩子

们讲《漫画的启示》，

教委来了几位正高级教师帮这位老师修改。这不经意间的一堂课，让我受益非常

大，以后的演讲要向他们学习。 

 

  时隔六载赴长清 
杨海花 

4 月 10 日上午，杨海花团员受科普团委派，来到山东济南长清实验小学，

为六年级 260 余名同学做了题

为《人类友好微生物的故事》

的科普讲座。这是时隔六载，

杨海花团员再次来到该校进行

科普讲座。王金池校长和同学

们以及科学课老师田忠等在现

场听了报告，学校同时进行了

全校的网络直播。 

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

根据所学到的知识，或进一步

发问，或积极作答，体现出他

们在讲课中认真获取知识和独

立思考的效果。杨海花团员向

在提问、互动中表现最优的学

生赠送了一枚中国科学院院徽，

还有 4位同学因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在问答交流中表现突出，获得了中国微生

物学会的纪念笔。最后，这些同学、王金池校长和杨海花团员合影留念。 

本次讲课中杨海花向学校科学课田忠老师介绍了我团已组成不同的学科组，

准备开展小学科学课老师的知识拓展讲座，并介绍了我团前期研讨的概况。田忠

王校长和六年级师生现场听课 

杨海花团员与同学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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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他们学校科学课老师的现状，表示希望听到基础+前沿内容的培训内容，

最好前沿部分占比更高。 

 

“摆渡”读书进山西 
杨海花 

4月 23日到 27日，应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邀请，杨海花团员到山西省运

城市临猗县和临汾市侯马（县级）市，做了 5场微生物主题和科学家精神的科普

报告。本次活动是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 年度“摆渡船少年文学读书会”活

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摆渡船少年文学读书会”，以打造书香城市、书香校园为

目标，助力学校建立系统性阅读体系，教师完善阅读教学内容，学生养成阅读习

惯。   

4 月 26 日上午为临汾市侯马紫金山街小学做讲座，为了使更多的高年级师

生听到讲座告，学校借用了市委礼堂，全市的小学科学课老师和教育局赵旭主任

等有关领导，与该校的五、六年级同学一共 670多人一起听课，讲座受到在场的

科学课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几位听了讲座的科学课老师意犹未尽，当了解到下午

还有一场不同题目的微生物主题讲座在侯马一中（高中）举办时，决定带着自己

上初中的孩子来听课。所以 26 日下午，侯马一中的报告厅里，除了本校高一的

200多位学生外，前排还坐着多位认真听讲的外校初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后来

了解到，还有其他高中学校的学生及家长请假前来听讲座。 

北京少儿出版社的李康主任和当地组织者李燕霞经理，对讲座的影响力和受

欢迎程度非常震惊，没想到当地的同学们对微生物学的知识、成果和前沿进展如

此感兴趣，而且颖悟力和探究兴趣这么高。他们表示会再请我团到其他区县讲课。 

鉴于“摆渡船阅读”之前主要以阅读文学名著和文学作品为主，因此邀请作

家讲座较多。了解此情况后，杨海花在每次讲座前都介绍我团概况，请大家关注

我团微信公众号，并建议组织者邀请我团其他学科的专家们来做科普讲座，扩展

“摆渡船阅读”的领域，不仅引导学生从生活的此岸到达文学的此岸，也能从生

活的此岸到达科学的彼岸。 

 
 
一个也不能少  凉山智力帮扶又红四县 

阳春 4月，我团白武明、原魁、孙保卫、石磊、徐文耀、何林、林钢华、王

文利一行 8人，又一次踏上大凉山腹地，参加凉山州关工委组织的智力帮扶科普

演讲活动。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

幅员面积 6万余平方公里，州辖 1市 16县。 

https://baike.so.com/doc/61405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71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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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山州关工委的大力支

持和得力组织下，我团足迹在

已经覆盖 1市 8 县的基础上上，

本次又在州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张家让、钟承先，副主任曾斌

等的陪同下，深入布拖、普格、

盐源和木里 4个县 24所学校开

展科普讲座 54 场，青少年听众

近 1.2万人次，培训机关干部

70余人，覆盖面达到 1市 12

县。自去年 4月至本次讲座结

束，我团已在凉山州共做 181

场科普讲座，听众约 3.6万人

次。但是凉山州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家让和钟承先表示：一个也不能少，凉山州

还有美姑、雷波、金阳和会东县 4个县没有覆盖，下次还要请你们来，实现凉山

科普讲座“一片红”。 

    本次前去讲座的木里县和盐源县都是高海拔地区。木里县是全国唯二的藏族

自治县（另一个是甘肃省武威市下辖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平均海拔 3100米，县

城海拔 2200米；盐源县平均海拔 2800 米，县城海拔 2500 米。团员们克服高原

反应带来的种种不适，圆满完成了讲座任务。 

在普格县，孩子们的聪慧、大方给两位团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文利团员

在讲课中会给学生们播放一段关于恐龙的短片，然后关闭声音，请一位同学根据

画面进行解说。普格县附城小学的一位男生的解说语言生动，流畅自然，还对故

事情节作了合理的补充。可以断定这位学生平时阅读了大量关于恐龙的书籍。普

格民族中学安排初一的学生听何林团员的《智力的搏杀》。开始何林担心初一的

孩子有些地方跟不上，准备适当降低难度。没想到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跟得上，一

直积极回应何林提出的问题。 

孙保卫团员在泸沽湖

镇以航天精神为主要内容，

给近 50 位乡镇干部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时间正

值周末，团员们担心可能

来的人不会多，谁知讲课

时间还没到，会场上已经

坐满了人。乡镇干部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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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他们都穿上了

本民族的服装，显得格外

庄重。讲座结束后，一些

乡镇干部还畅谈了感想。 

凉山州关工委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好我

团科普教育基地的示范

和带头作用，强化与教育、

科协等部门单位沟通协作，持续开展科普宣讲活动，将科学精神培筑到青少年的

心中，形成全州少年儿童立志成才、追求梦想、勇攀高峰的生动局面。 

石磊 何林  供稿 

 

 

相约绍兴  对话科学 

4月 22日至 27日，我团刘定生、陈洪、陈钰、王俊杰、郭耕、卢汉清、许

木启、王训练等 8位团员，应邀来到浙江省绍兴市，在绍兴科协“相约春天 对

话科学”的号召与部署下，团员分为 2组分别走进绍兴市直属及 6个区、县（市）

有关单位、高校院所和中小学校，进行了 64场科普报告。据绍兴市科协统计，

线上线下受益听众超 32万人次。从 2013年以来，绍兴市科协每年都邀请我团团

员到绍兴进行巡回科普报告，累计已近千场次，广受社会各界好评，已成为绍兴

市的一项品牌科普活动！ 

小分队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科协领导的接见，大多数学校也十分重视，不

少学校表达了希望我团能多去做科普讲座的愿望。绍兴市科协主席也表示，今后

将争取每年邀请我团去绍兴两次，以更好地满足各区县（市）对科普讲座的需求。 

手机＋默契＝领队  由于小分队全程分为两组去不同的区县（市）讲课，4天时

间几乎每天换地方和连续讲课。尽管领队不在身边，但大家发现讲座进行得有条

不紊很顺利，虽然也遇到个别问题，但都顺利地自行解决了。看来只要有手机，

只要及时看手机，只要及时通知时间地点，基本不会耽误事，这叫做默契。“手

机＋默契”是我们绍兴“不同战区”的“领队”，自然也是我团团员以完成科普

讲座为使命、遵守时间、相互配合与提前做好准备等优良作风的体现。 

人数成绩欠佳 却效果极好  这是郭耕团员的感受：我在巡讲时了解到，我将去

的马寅初小学的讲座地点是操场，对方说一个年级 600个学生都想当面聆听。我

立刻提出不宜，尽管人数可观，但效果未必如意！最终校方改变为一个班在演播

室当面听课，全校 2000人在教室看闭路电视。这样，我讲得痛快，课堂效果甚

佳。分别在各个教室的师生看电视，也非常满意，课后分管的副校长发来各班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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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发出的褒扬之语。我才明白，这是一次人数欠佳、但讲座效果甚佳的因改地而

成功的科普讲座。 

存在问题  这一次绍兴 64场科普讲座，其中 45场为小学生，中学生只有 12场，

而且还有一些是多年级混合听课，在体育馆听课等，讲座效果大打折扣。个别场

次改为小教室讲课、通过直播全校听课，效果反而更好。 

有个别学校不够重视，针对初中生仅仅安排 45分钟的讲座时间，有匆忙应

对的感觉。 

刘定生  供稿 

 

 

好戏连台  科学育梦 

4月 23日到 28日由贵阳八中牵头组织的科教联盟，邀请我团一行 7人到 14

所中小学做讲座。有的学校从上午、下午甚至到晚上都安排有多场讲座。 

在去讲座的路上，听到学校有两个孩子对话：“上午听完《恐龙灭绝原因》

讲座，下午又看到了《恐龙怎么变成鸟》的讲座预告，本来就对大自然充满了未

知，今天又增添了好奇，恐龙居然还活着？逃课我也要听这场讲座。”“我晚饭

吃了李建军老师推荐的‘西红柿炒恐龙蛋’，晚上又听了陈志英老师《飞机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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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能飞》的讲座，了解了人类模仿鸟类飞行，创造出了飞机。这些讲座真的充满

了神秘色彩，让我的好奇心爆棚。”  

讲座中，李建军团员带来了一个真的恐龙蛋，让在场学生逐一触摸，传递了

近 4个小时。接下来，戴伟团员又讲了《无处不在的化学》，在摆满瓶瓶罐罐的

讲台上演示了吸能放热原理，解读了燃烧现象及其化学反应的原理，讲解了喷气

发动机产生热能并产生推力的底层逻辑。看到戴伟演示的各种燃烧及化学反应，

有位旁听的学生泪流满面，后悔不跌地说我为什么没选化学呀！ 

陈光南团员针对飞行器不断追求飞得更快、更高、更远的需求，介绍了航空

航天材料是如何创新创造的，让学生们感受到研究新质材料会引发许多领域和行

业的变革。徐邦年团员给学生们展现了未来空战与航空装备的发展，解读了无人

机、微型飞机、隐形战机、矢量推力发动机、超音速飞机的未来发展，给孩子们

筑梦空天展示了美好前景。郭传杰团员带给孩子们新材料的寻奇与探秘，从纳米

材料、复合材料和智能材料的不同特性，讲述了材料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标识。 

除了上天入地还有下海，方念乔团员为孩子们打开认知海洋世界的窗口，通

过个人丰富的经历，分享了海底岩石、沉积物样品的采集，以及所形成的地球观：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爱护我们的家园。 

    在贵阳的讲座真是好戏连台！ 

陈志英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