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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洋河畔播种 科技格桑花 
尼洋河是西藏林芝的母亲河，也是雅鲁藏布江水量最大的上游支流，绿宝石

般清澈的河水穿城而过。10月 7日至 13日，刘定生、马润林、杨卫平、崔凯 4

位团员，在这里开展了为期一周共计 30场科普讲座。中国科协李冬晖研究员全

程予以指导、协调、支撑，林芝市科协派专人组织、服务、保障。 

在这片神女眼泪（尼洋河的藏语意）滋养的土地上，科普团员和高原的孩子

们进行了深入的心灵互动：刘定生团员用每个所在学校的卫星遥感照片把孩子们

的目光带到遥远的太空；马润林团员用非洲走来的古人类足迹播撒“生命进化”

的神奇种子；杨卫平团员深入浅出地讲解猛禽，用高原兀鹫的生态作用激活孩子

们热爱自然的赤子童心；崔凯团员讲座中，有孩子当场表达心愿：“长大后一定

要从事航空航天事业”。林芝一中教务主任旁听后动情地说：没想到孩子们听得

如此专注，没有一个走神的，如果都是这样听课，孩子们什么样的大学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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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巡讲，团员们难忘高原孩子们真诚纯洁、渴望求知的眼神，也难忘美

丽林芝的山山水水。课余路上，我们遥望神秘的南迦巴瓦、感受雅鲁藏布、见证

江河交汇、领略藏东南文化。一天晚饭后，大家漫步林芝市区的工布广场，其水

光山色让人心旷神怡。夜游将尽，冬晖坚决要求原路折返，以便复赏美景，引得

大家诗兴大发，杨卫平团员牵头，共同凑成打油诗一首：“此景只应天上有，神

女泪珠尼洋魂；冬君钟情原路回，方知往返是流连。” 

在讲座任务结束时，林芝市科技局书记和主管科普工作的副局长与团员座谈，

盛赞我团科普工作，并希望从明年起继续邀请我团去林芝下辖各区县开展更为广

泛的科普讲座活动，让更偏远的孩子们也能领略到现代科技新知。 

杨卫平 刘定生 马润林 崔凯 李冬晖  供稿 

 

 

宜昌之行  感受“三大” 

10 月 20日至 25日，我团王训练、陈贺能、张德良、许木启、马润林、夏

青和周又红 7位团员来到湖北省宜昌市，参加宜昌市 2024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科

普校校行”活动，大家突出感到这次活动有三大特点。 

教委组织力度大  宜昌教科院的组织力度超强，让我们进入学校的讲座活动

特别顺畅。例如：所有的学校都在我们讲课的前一天与团员电话沟通，明确需求

和要求、内容和时长、接送时间等事项。教科院要求校领导听课，所以我们的课

几乎都有校长来听，有的校长还要求老师积极听课，这在过去一些非教育系统组

织的类似讲座活动中难以做到。 

媒体宣传力度大  我们刚开始讲课，《湖北日报》就报道了许木启老师的讲

座，而后宜昌电视台又分别采访团员进行报道，让我们感觉宜昌教育部门对本次

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媒体的宣传力度。 

团员工作强度大  我们 7位团员在 5天内共完成了 50节课，使今年我团在

宜昌地区的讲课场次达到 100场。有的讲课地点要到几个小时路程外的区县进行，

因此工作强度比较大，但大家看到充满热情的学生，有热度的学校和超级热心的

组织者，所有的疲惫和劳累都抛之身外，我们每天都很开心、热闹。特别是一起

林芝处处是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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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腿不放的孩子 

许木启团员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给孩子们讲课，刚下课就被孩子们围

住要签名，然后还抱住他的腿不让走，

甚至哭着说“许爷爷你不要离开，你

什么时候再来给我们讲课？”这情节

让大家很感动，因为这里很少有科学

院的团队来授课，说明我团更要深入

基层，为更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服务。 

不是签名是留心 

周又红团员说：为孩子签名很麻

烦费力，但是我知道，我们签的是名，

留的是心，一个引导孩子热爱科学的

真心。孩子们拿到的不仅是一个签名，

更是他心中渴望未来成功的种子。 

 

出行的有陈贺能和张德良两位“80后”的团员，他们意气风发、妙语连珠、精

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让老师和孩子们大开眼界，十分钦佩。 

周又红 供稿 

 

广元之行  难忘两件小事 

应广元市科协邀请，10月 13日至 19日，夏青、李建军、朱定真、何林等 4

位团员赴广元市利州区执行讲座任务，共授课 29场。 

广元市是我团的科普教育基地，组织经验丰富，前期准备工作深入细致。利

州区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以及科协、教育系统的领导都很重视此次活动。学校老师

认真负责，同学们听课专注、互动积极，既体现了基地经过多年积累所形成的能

力，也彰显了我团在当地所具有的影响力。有两件小事很感人。 

“恐龙爷爷”很高兴 

李建军团员去年来过广元，曾向两名回答问题表现出色的孩子赠送了科学院

院徽。今年李老师又来到这所学校，校长特意告诉他，去年获得院徽的一名学生，

孩子追星到宾馆 

张德良团员在宜昌四中讲

课后，有个学生回家后告诉家长

说特别想与张老师合影。于是他

的家长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张德

良下榻的宾馆，约他在第二天中

午在宾馆见面，合影签字。由于

孩子还有下午课，他们只能匆匆

见面合影，但已经让孩子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张老师送给孩子签

名后的笔记本，鼓励孩子努力学

习。孩子也送张老师当地的纪念

章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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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比较内向，学习成绩一般，得到院徽后，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人也变得外向

起来。听到这个消息，李老师心里乐开了花！ 

14 日上午，李建军在东城实验小学讲课，同学们的提问异常热烈。为了不

影响后续上课，李老师请大家把问题写下来，承诺回宾馆后作答。结果收到 27

张小纸条。当晚，李老师对每个问题都作了认真回答，有的还写上了鼓励的话。

当孩子们收到“恐龙爷爷”的亲笔回复后，无不欢欣鼓舞。李老师心里又乐开了花！ 

百米遥控见真情 

15 日下午，朱定真团员在宝轮一小授课。由于报告厅正在改造，只能在有

LED屏的操场授课。但是与屏幕相连的计算机在操场的另一端，与讲台相距百米，

翻页笔无法使用；而且机房内无法看到讲台上的情况。最终大家想了一个办法—

—学校老师手持翻页笔坐在机房门外，朱老师讲课中通过手势提示翻页。一个多

小时的讲座，这位老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百米之外的朱老师，做了 200次动作，

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且这位老师是在逆光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的！ 

何林 供稿 

 

晋城之行  趣事多多 

10 月 13日至 10月 19日，我团刘大禾、傅前哨、方念乔、郭耕、王俊杰及

胡健民等 6位团员应山西省晋城市科协、教育局邀请，到晋城市市直机关、城区、

泽州县、高平市等区县，走进部分中小学校，进行了 50场校园科普报告会。 

恐龙蛋化石和气象卫星模型是李建军和夏青团员讲座中吸引眼球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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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是胎生还是卵生的？ 

王俊杰团员在给泽州县一所

小学讲《你身边的宇宙》。互动

环节，有个男孩子提了一个有意

思的问题：“恒星是胎生还是孪

生？它们有没有男女之分？”问

题一出来，引得教室里哄堂大笑，

王俊杰团员并没有跟学生们一起发笑，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鼓

励提问题的学生说“问题很好，说明你动脑子思考了，而且有非常好的想象力。”

接下来王老师从恒星形成的理论，给孩子们说，“尽管恒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胎

生或者卵生，但是从恒星诞生理论来看，恒星与动物界的胎生具有很相像的过程，

所以让我回答的话，恒星更像是胎生”。王俊杰团员利用回答这个看上去很唐突

的问题的机会，给孩子们详细讲解了恒星的形成过程。 

学生和家长一起听课 

10 月 18日刘大禾团员在凤凰山煤

矿中学讲课。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学校

全校在校学生只有 80多名。学校不愿意

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安排全校师生

都来听课，但也只有 110多人，报告厅

还有不少空位，因此学校提前动员家长

也来听。家长们非常积极，竟然来了 50多位家长。学生、老师、家长一起听课，

纪律非常好，互动很积极，令人感动。 

来自同龄人的帮助 

我们这个小小的队伍中有一件巧事，

方念乔和傅前哨两位团员的生日只差一

天。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这次结对了，平

时总是能看见他们在一起活动。方老师从

北京出来前脚痛的毛病犯了，行动有点不

方便，所以只要他们在一起，傅老师就主

动搀扶比他大 1天的方老师，那情景很感

动人。 

“灭绝之殇”带来震撼 

10 月 16日，郭耕团员给一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讲座。他以地球历史中 5次

生物大灭绝为引子，一步一步地给孩子们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的

生态场景。他说，目前过度捕杀、盲目引种以及环境污染等，时刻威胁着地球的

生命体系。同学们说，听着郭老师的讲述，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眼见证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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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繁盛一时的物种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我们要热爱生命，从小树立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观念，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 

傅前哨团员被粉丝追捧 

10 月 18日下午，傅前哨团员没课，

利用这个时间，他和方念乔团员去皇城

相府游览。走在狭窄的街道上，突然有

人认出了傅老师，原来他是傅老师的粉

丝，经常看傅老师做的电视节目。闲暇

之余逛街也能被人认出来，可见傅老师

平时给大家做军事科普影响力非常大。 

石头有什么秘密？ 

10 月 15日上午，胡健民团员给高平

县城南小学给孩子们讲《石头的秘密》。

课表上写的是是五、六年级，没想到进

入报告厅后，发现学校安排的是四年级。

刚开始上课时感觉难度很大，孩子们一

点岩石的知识都没有，还好胡健民带了

一些岩石标本，边讲边让他们看岩石标

本，没想到学生们对石头标本兴趣很大，

每个人都争相亲手拿着看一看那些来自

南极的各种岩石标本，都想知道这石头到底有什么秘密，还对着标本提了很多他

们关心的问题，有一些问题也很有想象力，比如有个孩子问“地球上最古老的岩

石有 40 亿年，那岩石会死亡吗？”此举迅速改变了现场的情况。 

胡健民  供稿 

 

 

博罗之行  场下交流火爆 

10 月 20日至 26日，徐文耀、徐德诗、杨卫平、白武明等 4 人在广东省惠

州市博罗县进行了为时一周的科普报告，共讲座 29场，惠及当地中、小学校和

企业 7000 多听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挤出时间听取了团员在博罗中学的科普

报告。科协原主席杨文杰带领志愿者队伍为科普演讲提供有效服务，为第一次来

博罗的团员录制了访谈视频。 

博罗县科协是我团的优秀科普基地，这次活动的一个特色是利用晚上时间团

员参加了由科普志愿服务队组织和市民面对面的交流活动，一共进行了 3场。参

加活动的听众主要是经常参与科普志愿活动的学生家长和孩子，他们都事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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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题，交流活动非常热烈。尤其是最后一场交流活动，更是具有特色。主讲团

员杨卫平深入浅出，把深奥的基因问题讲的很清楚，听众们问题不断、参加活动

的其他团员也是金句频出，赢得掌声不断。 

交流的话题从基因组研究与医疗，基因编辑与农畜业发展，从基因食品到地

震预防，从地球磁场到火山活动，从月球到火星，内容非常广泛。尤其是有学生

问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徐文耀老师的回答更是赢来了一片掌声。

对这个老问题，徐老师说：除了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外，还需要有对国家对

社会的使命感 ，他以参加“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为例，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

家精神阐述的简明透彻。 

一周时间转眼而过，大家都依依不舍，临别时主客双方作诗送别： 

 

白武明  供稿 

 

博罗县科协原主席杨文杰： 

山庄相送罢，日中掩车门。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科普团杨卫平和杨主席： 

东江流去慢，离别去意迟。 

君问再见日，相约荔枝时！ 

 

博罗县科协主席田丽粉： 

白武明言科学近，生活处处藏智慧。  

徐文耀护地球行，绿色家园共珍惜。 

徐德诗警防灾害，守护生命不言弃。  

杨卫平绘猛禽美，基因故事传千里。 

博罗科协感恩深，四老智慧如星辰。  

今朝挥手暂别离，科普之光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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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之行  感谢关工委 
在四川省广安市“关工委”和所属各县“关工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高效组

织、周密安排和周到热情的服务下，刘定生、孙保卫、许木启、朱民才、王训练、

原魁、石磊、吴瑞华、汲培文、卢汉清、陈志英、陈洪等 12位团员顺利圆满完

成了 95 场科普讲座任务。大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故

乡，在江姐、许云峰和“双枪老太婆”等为新中国奋斗、牺牲的这片红色土地上

进行科普讲座，真是三生有幸。川蜀大地的情深，广安人民的热情，广安求知若

渴的学子给予团员的拥抱、鲜花与掌声，深深地震撼着大家的心灵！有一天市关

心下一代基金会的领导与许木启一起到一个乡镇学校，在回宾馆的路上，他们谈

到：为了找到科普教育活动的经费支持，他们到处化缘，找到国营和私企、慈善

机构、具有热爱科学教育情怀的个体老板以及各个学校毕业生有成就的名人，到

处宣传在广安青少年中开展科普教育的重要意义，以求募集捐款赞助。他们的工

作的的确确不容易！讲座活动结束后，市领导立即嘱咐关工委的同志尽快和我团

联系，尽早申报成为我团科普教育基地。 

 

 

许木启  供稿 

团员们参观小平同志故里，向小平塑像敬献花篮 

向小平故里赠送院徽和航天纪念章，团员每天都收到广安的献花，刘定生在广安吃上生日长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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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路上的行与思 

   陈光南 

 

我的第一堂科普课 

那是 2016年 5月 9日上午，在绍兴市文澜小学的体育 

馆内，我开讲了我的第一场科普课《声音的奥秘》。 

我是当年“五一”节前才接到节后要去“救火”的通知的。此时，离我进入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不满一周，我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面对中小学

生该讲什么和如何讲的问题。我在职时期的专业方向和研究领域是金属物理与材

料力学，它们对于中小学生而言似乎深奥了一些，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给他们讲解

这些东西。好在我发现，这次“救火”的主要听众是是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而

声音是他们的教学内容之一，其重点是让同学们认知“声音源于物体振动”和

“声波需要借助介质传播”两个知识点；而无论是物体振动还是声波传播，说到

底都与力学和材料有关。于是利用“五一”七天假期，从力学和材料的角度构思

了《声音的奥秘》的课件。 

一个半小时下来，同学们安安静静坐在下面，我也按部就班地讲完了预定的

内容。看起来开局似乎还算顺利。可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因为我没有在孩子们的

眼神中看到预期的兴奋。下课了，老师们带着各自的学生回教室，我也带着疑惑

悻悻地回到住所。 

团友高登义老师听了我的课，也猜出来了我的疑惑。在回住所的路上高老师

安慰我：是不是感觉给孩子们讲课不像我们给研究生讲课？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得

上劲？没关系！讲几次就好了！我们开始做科普的时候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接着

他进一步给我传授经验：同学们安安静静，不等于他们在认真地听你讲课，更多

的可能是因为有他们的老师在后面坐镇。如果老师们也在认真听你讲课，那你的

课就讲成功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讲课的时候，老师们好像并不专注，不时看

自己的手机。我明白了，我的首场科普课是不成功的。 

当天晚上，因为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备课，我非常疲惫，但就是睡不踏实。我

能做好科普吗？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同时，高老师的话也像一把鼓槌在不时地

敲打我，既是警醒，也是激励。凌晨，迷迷糊糊中的我猛然醒悟：为什么不能变

换一下讲课方式？例如，将现在的“自问自答”模式变换成“我提问题大家回答”

模式，最后，我来归纳大家的答案，点明知识点，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

我提出的问题，必须同学们接得住，有兴趣，答得上，并且能够由此开拓眼界，

受到启发。我赶紧按照这个思路修改我的课件，直至天明。 

我的第二场讲座安排在 10号上午 10:30 开始，在绍兴鲁迅外国语学校。我

启用了新修改的课件，效果果然不错。课堂气氛热烈欢快，我从同学们的眼神里，

团员

心得 



10 

 

看到了兴奋，看到了自信！中午 12点了，校长宣布下课，可是同学们都不肯走。

校长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我们要陈教授的签字！话音未落，

同学们便潮水般地涌上了讲台。这是同学们对我的肯定，比我的博士论文获得教

授们的通过还要令我激动。 

我能在科普的路上坚持走下来，既要感谢同事们的帮助，鲁迅外国语学校同

学们的鼓励，还有文澜小学师生给予我的警醒！ 

（未完 下期待续） 

 

 

图片新闻 

王渝生团员单

兵作战，应邀在彭

州市、成都市作了

《当代科技发展

的态势和前瞻》

《孩子是天生的

科学家》《科技革

命改变世界发展

格局》《中国

梦·科学梦·青

春梦》等科普报

告。受到当地机关

干部和中小学生

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