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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自动做一个自动硬币分拣机硬币分拣机
□ 石斧创客

存钱罐大家都见过，不管一角、五
角还是一元，从小缝里塞进去就行。不
过用零钱或者去银行兑换时，只能一股
脑倒出来，让人抓狂！其实用简单的材
料，加上尺子，就能做出一个自动按面
值分拣硬币的小机器。

怎么区分不同面值的硬币？靠重
量、金属含量还是导电率？No！我们
用最简单的原理——靠大小。简单说，
在存钱罐的小孔后给钢镚做“滑梯”，
滑梯上有几个洞，第一个洞宽度比1角
硬币直径稍大，第二个洞宽度比5角硬
币直径稍大。

硬币们排队从滑梯上滑下时，5角
硬币滑下来，路过第一个洞，掉不下去，到达第二个洞，刚好漏下去；当1角
硬币滑下，到达第一个洞会直接掉下去；当1元硬币滑下，两个洞都掉不下
去，会滑到末端。

知道了不同面值硬币尺寸，在轨道上挖2个不同大小的洞就可以了（人
民币钢镚只有1元、5角、1角三种面值），但实际上还需要点小技巧，洞开的
要小一点，滑梯要窄些。

1元硬币直径是25毫米，5角硬币直径是20.5毫米，1角硬币直径是19毫
米，我们把滑梯宽度设计成28毫米，为1角硬币准备的洞宽12毫米，为5角
硬币准备的洞宽21毫米。

为什么这样设计？假设洞都在滑梯中间，当1角硬币“溜边”滑下，硬
币的边缘和硬币的中心（大约是重心位置）也能保证落到洞里，这样硬币就
可以翻滚掉下。如果再宽一点，5角硬币也会从最小的洞里落下，起不到分拣
的作用了。

同理，为5角硬币准备的洞要保证不让1元硬币落下，因为5角和1元硬
币直径差别较大，我们的滑梯宽度只比1元硬币宽一点，即使1元硬币溜边下
来，也会“骑”在洞两侧滑下，保证分拣成功。

首先准备好材料和工具：2-3毫米厚度的硬纸板或木板、裁纸刀或激光
切割机、CorelDRAW或其他2D设计软件、第五套人民币中1元、5角、1角
的硬币若干。

其次，制作过程：第一步，用CorelDRAW软件设计好硬币“滑梯”，宽
28毫米，滑梯两侧要有挡板，滑梯中部设计两个不同宽度的洞，上方洞宽12
毫米，下方洞宽21毫米，长度根据滑梯的斜度决定，倾斜越大，硬币滑落速
度越快，洞的长度越长。第二步，设计抽屉，分三个格，分别让1元、5角、
1角硬币落到里面。第三步，设计
大盒子，能够把硬币“滑梯”、分
拣抽屉都安装在里面。盒子中间根
据滑梯开洞的位置，设计两个隔
板，引导下落的硬币落到不同格子
里。第四步，用激光切割机或锋利
的裁纸刀按照图纸裁好木板或硬纸
板。第五步，组装硬币分拣机。

最后是后续完善：让硬币平躺
着滑滑梯不如让硬币滚下去，根据
不同硬币的个头不同，在轨道上方
安装“限高杆”，硬币碰“头”后
掉下轨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更加
黑科技的版本，你现在已经掌握核
心技术，一定也能做出来。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苹）一年一度的科普盛宴“北斗领航梦想”活
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活动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举办，旨在为深入普及航天科技与北斗导航知识，激发
广大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和探究能力，贯彻
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据介绍，2017年将延续2016年的活动内容，同时，将更具趣味性、
体验性和创新性的活动内容加入进来，引导青少年学习、调查、体验、
了解身边的航天北斗应用情况，培养科技创新意识。

据悉，“北斗领航梦想”组委会为了进一步优化今后活动内容，不断
提高活动的服务质量，树立最佳的航天北斗科学普及活动品牌，专门设
计了一份活动调查问卷，通过活动组委会的微信进行下发。很多师生积
极参与到活动问卷调查中，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该活动以一些更接地气
的内容和方式，让更多的老师容易进行航天北斗的科技普及，另外还设
计一些高级的玩法，让喜欢探究的老师同学能够在活动中一展身手。

中小学生中小学生““北斗领航梦想北斗领航梦想””活动中一展身手活动中一展身手

《名侦探柯南》 作为一部知名度
高、科学性强的动画片于 1999 年引
入中国，至今仍基本保持一周一集一
年一部剧场版的更新，不断地形成新
闻点。许多学生都是伴随着柯南成长
起来的，即使由于中学生阶段学业繁
忙无法观看，进入大学之后，再度观
看柯南可以迅速勾起童年的回忆，有
着非常强的认同感。

而且，看过《名侦探柯南》的学
生都知道：柯南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学
霸，不光是精通化学，还对数学、物
理、天文、地理、音乐等知识颇具了
解。有柯南作为榜样，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大大提高。此外，随着 80 后、
90后 （往往都看过《名侦探柯南》）
逐渐成为教师队伍的骨干，为普及其
中蕴含的知识也就成为可能。因此，
我们可以说《名侦探柯南》这部动画
片对于科普而言是个不二选择，在这
种背景下，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
师徐海开设了《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
秘》。

2012年9月，徐海将广大学生喜

欢的动漫——《名侦探柯南》的科学
知识融入素质教学体系，在《化学与
人生》的基础上创建了《名侦探柯南
与化学探秘》等课程，以《名侦探柯
南》中的化学知识点为主线，将相关
剧情作为切入点，采取案例分析、分
组讨论、实验分析、亲身体验等多种
开放式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成效。

自 2012 年 9 月开课至今，学生
的到课率、听课率、掌握知识效果
等均得到了提升。根据从 2014 年 12
月以来，超过500人的选课学生问卷
统计，99%的学生表示引入动画教学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98%的学生表
示上课后丰富了科学人文知识，有
超过 91%的学生表示上了还想上，
更有大量学生来蹭课旁听，其中不
少为外校、外地学生。甚至，当中
国开设 《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系列课程的消息传到日本时，还引
起日本网友广泛热议：作为一部日
本动漫，日本网友希望本国也能开
设类似的课程。

除了在中南校内产生广泛的影响
之外，徐海老师还多次受邀在全国各
地乃至国外作“《名侦探柯南》与化
学探秘”相关主题的讲座。以今年8
月徐海老师作为唯一特邀嘉宾，在韩
国釜山外国语大学举办的 2017 东北
亚青年领袖论坛进行主题演讲为例，
徐海以 《科技引领时代发展 ——从
名侦探柯南开始》为主题，结合《名
侦探柯南》动画第196集《看不见的
凶器》，生动形象地阐述了生活中的
甲醛及危害，受到了广泛地关注，引
起了与会的 90 余名来自中国、韩
国、俄罗斯、蒙古特别是日本的青年
英才们的极大兴趣。

此外，徐海还曾多次受邀在湖
南、山西、陕西、福建等省区中学
作主题演讲，并于 2015 年 9 月在中
南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作 《像名侦探
柯南一样做学霸》 主题演讲，还两
次在中南大学少年科学营开营仪式
上做主题演讲。这愈发体现了其科
普性质，也体现了 《名侦探柯南》
的独特魅力。

那么，为什么说 《名侦探柯南》
对于学生具有如此强大的科普意义
呢？它又有哪些具体的科普形式呢？

首 先 ， 这 门 课 的 主 人 翁 是 学
生，它紧密结合学生时代的兴趣
点，将 《名侦探柯南》 中的化学知
识紧密地融入到人文素质教育，将
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它引入实践参与环节，根
据课程的特色，《名侦探柯南与化学
探秘》主要侧重化学知识的讲授，化
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通过
在课堂上结合柯南的动画片引入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趣味化学魔术（如干冰
气化制作冰淇淋、鸡蛋壳 （石灰质）
与酸反应放出气泡等）供学生亲自动
手操作，揭示物质变化本质的同时
激发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培养其探
索精神。以近期的一次讲述与火相
关的化学知识为例，课堂上演了酷
炫 的 实 验 表 演 秀—— 火 在 手 上 燃
烧，让台下的学生跃跃欲试，起到
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当《名侦探柯南》遇上化学探秘
学生惊呼：学习化学知识也可如此酷炫！

□ 段仁杰

世界上并不缺少科学，我们所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科学的眼睛，《名
侦探柯南》这部动画片对于科普而言是个完美的选择。中南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徐海老师开设的 《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作为一个平台，
结合“送柯南下乡”等线下活动，通过微博、QQ 群、微信等社交平
台，加之“柯南”、“科学”两大重量级IP，用互联网+教育改革的模
式，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科普生态系统。徐海老师也欢迎大家加入QQ群
1236614444，并全部共享相关教学课件及科普资料，共同交流教学及
科普推广经验。

这一系统为高校科学人文素质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互联
网+”的方式深入科普信息化工程，以点带面，提升了更多人的科学素
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无愧为中南最火选修课，也难怪
学生在这门课上直呼：学习化学知识也可如此酷炫！

生活中处处有科学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坐落在纽约
曼哈顿中央公园旁，从 1872 年首
次开放至今，大都会博物馆不断
完善扩建，现有248个陈列室，常
年展出几万件展品，但仅是其总
库存的冰山一角——所有展品数
量达300万件。

每年这里还会策划不同的主题
展，其中不乏与中国文化艺术相
关的主题，如 2009 年“丝竹：中
国音乐与艺术”，展出了公元前 5
世纪至今的 60 余件中国乐器和音
乐艺术品；2012 年“中国园林：
亭阁、书斋、退隐之地”，汇聚了
大都会永久珍藏的 80 件中国艺术
品，策展人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呈
现、探索千余年来中国绘画与园
林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2015 年，大都会博物馆年度
大 展 把 主 题 确 定 为 “ 中 国 ： 镜
花水月”，展出包括 150 多件出
自 顶 级 设 计 师 之 手 的 、 具 有

“中国风”特色的服装作品，电
影 大 师 王 家 卫 担 任 艺 术 总 监 ，
历时 3 个月。我与在美国读高中
的 女 儿 一 起 观 赏 了 这 次 令 人 印
象深刻的展览。

展览从博物馆右侧2楼到地下
一层，占据了三层楼 16 个厅，整
个展出在王家卫的精心设计下，
分为旗袍、武侠、京剧戏曲等十
几个主题，每一间展厅都极具特
色。当地媒体介绍“整个展览内
容丰富、涵盖面广，且巧妙兼具
了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让从封建
帝 国 时 期 到 当 代 时 期 的 中 国 艺
术、时尚和文化呈现出多层次的
变革魅力，最终构造出一条时代
的长河”。

进入“旗袍”展厅，空灵飘渺

的背景音乐、夜晚星空下的藏蓝
色调，切入的是奢华、神秘的氛
围。展厅中间位置是卡地亚、迪
奥等诸多大品牌，从上个世纪 40
年代即开始体现融入的中国元素
的服装设计，靠墙的两旁是大到
佛像、壁画，小到玉佩、头饰的
精美文物。这些文物有些是大都
会馆藏，有些是个人收藏者临时
借给这次展览展出的。靓丽时尚
的华服在年代久远、沉稳质朴的
古董旁显出的驯良气质，让人感
到十分震撼。

展览采用了很多引人注目的混
合，现代风格十足，又不乏历史
感。比如电影，那是王家卫驾轻
就熟的表现形式，成为上个世纪
初的时装的“背景”，观众欣赏时

装的同时，也被电影所吸引。他
创 作 并 导 演 的 《花 样 年 华》 与

《末代皇帝》 等电影片段穿插播
放，人气颇高。在反映当代中国
的展厅入口，屏幕上反复轮换着

《阳光灿烂的日子》、舞剧 《红色
娘子军》 的片段以及 70 年代中国
现状的纪录片影像，背景音乐则
是 《我爱北京天安门》 ……当时
的一个感觉：老外理解的中国与
我们现实里生长的中国完全不一
样，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需要
有逐渐深入的过程，就像我们对
其他国家的认识，最初往往也是
主观而有限的……

因为喜欢，我们停留时间最长
的展厅是“小佛教”厅。中国时
装设计师郭培设计的一件金碧辉

煌的礼服占据展厅中央，四周是
靠墙而立的几尊佛像。投射光恰
到好处地勾勒出礼服轮廓，柔和
安静，将这身“掐金丝银丝手工
制作”的晚礼服，映衬得尊贵奢
华，耀人眼目。展厅文字这样介
绍郭培和她的作品：

“像西方设计师一样，中国设
计师也经常从东方的文化和传统
中找寻设计灵感，他们被相同的
图案和图像吸引，至少在时尚方
面统一的标志性符号形成了全世
界相通的语言。佛教的标志是中
国设计师郭培灵感的主要来源，
裙子上衣的形状像盛开的莲花，莲
花是佛家八大象征之一，代表了纯
洁和启蒙。作为东西方文化的融
合，裙子下摆并没有采用传统的东
方元素，而是根据西方19世纪的流
行元素设计的。与其他被展出的西
方设计师作品一样，郭培的作品并
没有一味地复制西方设计特点，而
是把东西方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了共
同的文化语言。”

“中国”是个有魔力的词。展
会策划者说，直到现在，中国依
然是西方时装设计师眼中最有利
可图的市场。

后来听说，“中国：镜花水
月”展览效果远超预期，因此大都
会博物馆决定将展期延长3周，至
9月7日闭幕。8月底统计，有73.5
万人参观了这场展览。而大都会博
物馆迄今影响最大的展览，是1979
年的 《图特卡蒙的宝藏》，当时吸
引了100万参观者前往。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的“中国主题”
□ 刘晓军

面对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我们
的教育会发生哪些变革？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在2017年长
三角地区校外教育交流研讨会上，
做了题为“为创新而学，迈进我们
校外教育新时代”的主题报告。在
他看来，在技术的发展之下，世界
知识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越每个
人的学习速度，未来教育正面临着
崭新的八大趋势：

第一，知识更新加快。现在大
学生毕业到了企业后，自己都觉得
大学学的东西没有用。不是他不努
力，是这个世界知识增长速度超越
了每个人的学习速度，他再努力
学，也是越来越无知。这是对我们
教育的最大挑战，因为世界知识增
速太快，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2014 年的数据显示，每年产生 800
万首新歌，你学了几首？200 万本
新书，你看过几本？还有 1.6 万部
电影。

第二，脑科学对教育产生深刻
影响。台湾著名的脑科学家洪兰认
为，脑科学领域现在是一个全球争
夺的焦点。估计以后高考会很简
单，不用考试，只要给你看某个东
西，测你兴奋度就可以了。有的人

脑部就是零零星星的反应，有的人
大脑就像放烟花一样，人脑的不同
表现完全可以可视化。有人说脑科
学是人类击败人工智能唯一的机
会，但是大脑的能力我们远远没有
挖掘。

第三，学习的本质是塑造人的
大脑。如果说，学了，大脑没有改
变，就等于没学。任何有效学习的
过程，都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东西。
什么叫学习？学习就是把别人的脑
子里的知识、书本里的知识或者网
络上的知识，通过学习，变成我们
自己脑子里的知识。这个过程，实
际上就是大脑发生新连接的过程。

有本书叫 《刻意练习》，这本
书里面有一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
正确养育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变
成天才。我们总认为天才生下来就
是天才，作者认为没有天才这个说
法，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每个刚
生下来的孩子，除了基本的呼吸、
心跳、运动以外，所有脑神经回路
都是通过后天刺激形成的。

学习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天真
的学习，舒适自然的学习，反复做
某事。还有一种学习，叫有目的的
学习，就像我们今天在一起，叫做

有目的的学习，是专家的学习。还
有一种学习，就是刻意练习，这一
本书里面说的，针对问题精准持续
练习，直到形成心理表征，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天才。当你的训练很正
确，然后达到一万小时，你的大脑
就能形成一个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回
路，你就成了这方面的天才。

第四，教育依靠技术进行高阶
学习。3D 陶艺打印机、六通道数
码编辑机、原子力显微镜、激光雕
刻机，而这些技术，将让我们的孩
子学习体验我们小的时候从未可能
体验的一些东西。是在原有基础
上，站得更高的一个学习内容。

第五，为创新而学成为可能。
什么叫创新？我的定义：创新的本
质，是大脑不一样。

脑子怎么不一样？一个成年人
的不一样，看他的八小时之外；一
个孩子的不一样，看课外兴趣教
育。从这一点来看，校外教育在促
进孩子知行合一、连接社会、个性
特长培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第六，学生可能成为知识的创
造者。请注意，小孩的脑神经细胞
比我们丰富，他们拥有更多的创

意，因为技术已经可以让他们把创
意变成现实！

第七，人工智能将为学习提供
新工具。这段时间，人工智能很
热。AlphaGo 战胜李世石，它用的
是什么？用的不是电脑，而是服务
器集群，25 万台服务器，相当于
2.5 万台深蓝，因为深蓝是超级计
算器。人工智能的特点是可以复
制，而人类学习不可能拷贝。人工
智能里面有很多技术，神经网络技
术，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之一。

第八，从经典学习到超级学
习。什么叫经典学习？从孔夫子到
我们现在的学习，古代人看竹简，
现代人看屏幕，都是经典学习，就
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和自然的方法，
把知识储存进我们的大脑。

超级学习是什么？我认为是人
工智能和脑科学的综合应用，从面
向知识的单一工具发展到针对人学
习的系统工具，让你看一遍知识就
记住了，从而让我们的学习提速。

我对学习趋势的总结概括为四
句话：超级学习就是基于脑科学的
精准学习，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学
习，基于人格化的创新学习，基于
新技术的高阶学习。

有人说脑科学是人类击败人工智能唯一的机会，但是大脑的能力我们远远没有挖掘。
超级学习就是基于脑科学的精准学习、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学习、基于人格化的创新学习、基于新技术的高阶学习

未 来 教 育 将 会 发 生 哪 些 变 革 ？
□ 胡 娇

竹园茶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