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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

下面我们将通过制作纸飞机和橡
筋动力模型飞机，揭秘航模起飞的基
本原理，从材料、机翼、尾翼，以及
配重平衡等方面解读航模飞行的秘
密。

机翼翼型与空气动力学 我们通
过制作纸飞机，进行了飞行测试。发
现飞得好的纸飞机都采用的是上凸下
平的机翼翼型，并且不同造型纸飞机
的飞行状态，滞空时间和飞行距离都
不相同。

原理：在气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
压强越小，因此，翼型尤为重要，必
须像雄鹰滑翔时的翅膀一样——“上
凸下平”，才能为纸飞机飞行提供升
力。

在纸飞机的折叠中，机翼的布
局也十分重要。狭长的机翼一般适
合远距离飞行，而翼展较宽的飞机
滞空时间会相对更长。除此之外，
翼面的大小和抛的角度也会影响纸
飞机飞行。

纸飞机的材料选择与飞行效果的
关系 纸张种类众多，但在制作纸飞

机时，所有的小朋友都选取了印刷纸
作为材料。为了探究纸飞机对材料的
要求，下面进行了3种纸的摩擦力实
验，并分别试飞了牛皮纸、素描纸、
印刷纸折叠的同样形状大小的纸飞
机。

原理：粗糙材质的纸张会加强
与空气的摩擦力，而光滑的纸张与
空气的摩擦力就相对较小，可以加
长空中滞留时间。但太光滑的材质
容易使空气流在流经机翼时，与机
翼发生分离，导致机翼的升力迅速
下降。

其次，纸飞机的飞行效果和纸的
重量和硬度也有很大关系。太软的纸
会导致纸飞机无法支撑，而太重的纸
又会增加飞机重力。因此，表面较为
光滑、质感较硬、质量较轻的纸张才
是最佳选择。

橡筋动力模型的制作 制作一架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通过无数次试
飞，我们发现，没有上反角的橡筋动
力模型飞机很难飞行稳定，而重心稍
有不对也会导致试飞失败。

原理：橡筋式动力飞机模型的飞
行，主要依靠拧紧的橡筋带动飞机前
方的螺旋桨，当螺旋桨转动时，会将
飞机前方的空气向后排开，从而获取
向前飞行的动力。上反角是指机翼基
准面和水平面的夹角，常应用于大型
飞机上，以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和旅客
的舒适性。飞机飞行时如果出现侧滑
现象，上反角可以达到迅速修正的目
的。一般来说，飞机重心位置应该在
距离机翼50%的位置。重心靠前靠后
都会影响模型的飞行效果。

风洞试验 我们自行制作的橡筋
动力模型飞机，尽管已经调整地很
好，但还是会因为不同大气条件影响
飞行效果。

原理：为了更好地观测航模在
不同大气条件下的飞行效果，科学
家们在地面人工建立稳定的气流场
——风洞。在风洞中，我们能通过
调整气流参数，改变飞行角度等，
直观地观测飞机模型飞行时气流的
流动状态，从而更方便地对飞机进
行调试。

通过以上的制作我们发现，纸飞
机要采用质量较轻，材质较硬，较为
光滑的材料。纸飞机靠翼面的上下压
强差提供升力，因此要采用上凸下平
的形状。狭长的纸飞机更适合远距离
飞行，翼展大的纸飞机滞空时间较
长。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除了压强差，还
有橡筋为其提供飞行动力。制作模型
时，上反角的设计可以加强飞机的稳定
性，调试时，可以通过配重来调节重心。

几百年前，飞行只是人类遥不可
及的梦想。现如今，人类运用智慧，
制造出比鸟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的
飞机。而飞机中的种种设计，都能体
现在航模中。航空模型用它的趣味性
和知识性，吸引了广大青少年，也为
飞机的未来提供了无数遐想。

航 模 飞 起 来 的 秘 诀航 模 飞 起 来 的 秘 诀
□□ 小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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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博采众长

多彩世界

科普时报讯 （记者 李苹） 今年是第 49 个世界地球
日，为了让青少年能够“讲好地球故事”，广泛普及地球科
学知识，4月26日，第二届北京市中学生地学知识竞赛颁
奖仪式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经过初赛和决赛，最终产
生一等奖22名、二等奖36名、三等奖52名、优秀奖81名。

“我已是第二次参加地质知识竞赛，虽然没做过多准
备，可来到赛场却依然感到激动和期盼。打开试卷，如同
几十亿年地球的地质历史长卷又一次缓缓展开，展现在眼
前的是五彩斑斓的宝石家族、波澜壮阔的地质运动、沧海
桑田的物换星移、无私养育万物生灵的地球母亲的宝
藏……”获得一等奖的北师大附中西城实验学校张瀚文向
科普时报记者发表了获奖感言。

据介绍，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北京市中学生地学知识
竞赛后，北京市今年共有12个区32所学校近6000名学生
报名参赛。最远的有来自延庆区的十一学校、第二中学。
北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北师大良乡附属中学、顺义
九中学校均有超过500名中学生参赛。可见活动在学校和
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经大赛组委会专家细致、严格的评
审，此届评选出了近200名优胜者。

荣获一等奖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翟元莉表示，地
学带给她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全面、整体的思维方
式。地学强调人与自然相适应，和谐发展，在快速城市化
进程中，更需“呵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

仪式上，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国土资源报社、自然
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相关负责人为优胜者颁奖。中国
地质博物馆负责人表示，虽然我们对地球的了解日渐深
入，但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去探究。希望地学知识
竞赛能为孩子们打开学习地球科学的大门，能够更加了解
地球，爱护家园，尊重自然，珍惜资源，使人类在地球上
能长久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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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朝鲜宣布停止核武器试
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提到科学教育工作
中带来的革命性转变，提出“以科
学突飞猛进，以教育保证未来”的
战略口号，并就加快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明确提出任务和途径。很多
网站和公众号都转发这一消息。朝
鲜在宣布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进程的
同时将科学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

说明朝鲜看准了科学教育在国家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科技强国
和综合实力强国，一直都十分重视
发展科学教育。美国于1958年颁布
了 《国防教育法案》，将自然科学
确立为三门基础核心课程之一，从
此奠定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美国在
发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非常具有
危机意识，一直组织大量的科学
家、科学教育专家和科学教师一道
努力，提升科学教育的水平。除了
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美国还
十分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大量的

科技特色高中都设有独立研究课
程，学生通过独立研究课程的学
习，完成独立的研究项目，提升创
新能力和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
力。2013年，在奥巴马总统的主导
下，美国提出 STEM 教育战略，旨
在加强美国 STEM 领域人才的培养
和储备，保持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和
优势地位。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兴”事
件的风起云涌，网络上流传着一份
半导体行业的国际顶尖企业名单，
其中日本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日本
非常重视科学教育的发展，在国际

教育评价协会（IEA）组织开展的数
学与科学成就趋势研究 （TIMSS）
评价中，日本学生的排名始终在前
列。近年来，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
贝尔奖获得者产生。

毫无疑问，科学教育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这一
点，相继进行科学课程改革，促
进科学教育发展，提升公众科学
素质水平。

科学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源动力。国家要发展，要强大，核
心是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提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指出核心
技术是国之重器。技术研发的基础
是科学发展，核心是人才培养。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科技前
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
破。”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培养造
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
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我国在进行
科技战略布局时充分考虑了人才培
养的重要位置。国家要有更好的发
展，需要大批的科技精英和高水平

的创新人才，同时也需要数以亿计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能
工巧匠。而这一切，都需要科学教
育在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甚至大
学对下一代进行科学探究的引导，
让学习者学会探索自然的方法、培
养其正确的科学态度，培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从小抓起，培养深厚的人才土
壤，孕育出大批的高水平的科技人
才，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是科学
教育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意义，更
是科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学教育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 李秀菊

“4 月 21 日，是我们最难忘的
一天。一大早，我们便赶往上海极
地中心码头，见证‘雪龙号’——
第 34 次南极科考队凯旋归来。迎
接雪龙的人群中有第一批赴南极科
考，却已是满头银发、坐在轮椅上
的老科学家；有怀抱着小宝宝、翘
首以盼亲人的叔叔阿姨，其热烈感
人的氛围，感染着现场每一个人。”

为了拓宽同学们的视野，增强
海洋意识，提升爱国情操， 4 月
20-22日，北京市和平里四小优质
教育资源带师生代表一行 12 人，
参加了迎接“中国第 34 次南极科
学考察船雪龙号”凯旋活动，上述
一番话是学生们参加活动的肺腑之
言，“在岸边，周身红白相间的南
极科考船呈现在我们眼前，庞大威
武，神秘庄严！可以想象在南极那
冰雪覆盖的银色世界中，她像一条

火红的中国巨龙令人瞩目”。
据专家介绍，这次“雪龙号”

远征，除了完成科考任务以外，还
为我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罗斯
海新站正式在恩克斯堡岛奠基，建
成后将填补我国在西南极地区的考
察站空白。

师生们首先参加了简短的迎接
“雪龙号”第34次南极科考队科研成
果的启动仪式，之后，学生们便飞奔
到科学家叔叔、阿姨的身边，以小记
者的身份，对他们进行现场采访。

一位学生表示，“我们有幸与科
考队员面对面的交流，真是一段难
忘的经历。科考队员告诉我们，此
次科考任务历经165天，航程3.8万
多海里，遇上了恶劣天气、冰雪覆
盖、危险地形等考验。南极科考工
作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需要对仪器
设备进行检测，在天寒地冻开展高
强度工作。

随后，我们登上‘雪龙号’，
在二副邢豪叔叔的带领下开始参
观。驾驶舱像个百宝箱，各种地

图、雷达、信号灯……让我们看得
眼花缭乱。船上两架负责救援、运
输和侦查等工作的直升机——血鹰
号和 KA-32，为我们展现了它矫
健的身姿”。在学生们的眼中，南
极是那么神秘而遥远，令人向往！

据老师介绍，在2017年11月3
日，“雪龙号”出征时，该校师生
也在那送行队伍中。当时，科考队
员朱龙叔叔带上了该校的校旗，它
飘洋过海、乘风破浪，见证了英勇
的风雪极地人可歌可泣的南极精
神。“‘雪龙号’已成为我们的牵
挂和期盼，我们会一直关注它的每
一次出征与归来。祝“雪龙号”科
考事业圆满成功、硕果累累”！

看着孩子兴奋的神情，家长纷
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在孩子
的心中深深地种下了海洋梦，科学
梦!”“出发前一周，孩子利用所有
课余时间查阅相关书籍，了解相关
知识，记录感兴趣的问题，充满着
好奇心踏上了征程。尽管事先做足
了准备，但当亲身站在‘雪龙号’
身边时，还是被震撼到了。感谢学
校，不仅让孩子们亲身体验航海科
教事业的光荣，更亲身感受到了祖
国的强盛”。

（北京市和平里四小优质教育资
源带师生代表成员：董墨浓、梁潇
桐、杨欣然、吴佳蔚、王禹程、宋
琪、李笑宇。指导老师：赵瑞霞）

迎“雪龙”回家
□□ 何实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科 学 教 育 联 盟
（筹） 主办的“第五届高端科研资源
科普化教学应用展示交流”活动，4
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举行。
来自国家部委、十余个省区市的科
技、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和近500名
中小学校长、科技教育负责人会聚一
堂，就如何利用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
资源优势，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教
融合，推动基础教育领域的科学教育
工作等展开交流研讨。

利用高端科研资源改革创新中小
学科学教育与研学课程已成为科技
界、教育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何在
实践中将资源落地，更好地基于中科

院的高端科研资源，进一步与中小学
校的教学实践相结合、支持学校教育
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科学技术部
政策法规司调研员邱成利认为，基础
教育阶段是培养科学创新关键期，引
导青少年爱科学、懂科学、用科学是
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的工作任务之
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研
究中心主任王素从欧美国家在科技教
育方面的最新成果出发，为如何将高
端科研资源应用于我国中小学科技教
育提供了全新的灵感。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局马强介绍了中科院在科学教
育方面的规划和实践，北京市海淀区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赵建国则以海淀区

科学教育的创新举措和成果，展示了
科技强区、教育强区的风采。

本次活动还特设“最好的教育在
路上”和“如何用好中科院高端科教
资源”两个分论坛，来自中科院声学
所、动物所、计算所的专家从科学家
视角，来自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
从管理者视角，来自中国科学院附属
实验学校、北京市101中学、北京交通
大学附中、陈经纶中学、沈师附属学

校、西安高新一中、南京成贤街小
学、南昌市洪都小学的校长、主任们
从教育者的视角，分别作了“微报
告”交流。现场信息量巨大，交流气
氛热烈，代表们大呼过瘾。

据 悉 ， 中 科 院 科 学 教 育 联 盟
（筹） 将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领
导下，组织更多形式多样的活动，全
面推动中小学科教融合和科学教育发
展。

推动中科院高端推动中科院高端资源转化资源转化
展示新时代科学教展示新时代科学教育力量育力量

□□ 陆建伟陆建伟
全球未来太空学者大会启动

日前，全球未来太空学者大会启动。这是在多家航天单
位及专家的支持下，由青少年国际竞赛与交流中心发起的面
向全国及“一带一”路国家青少年的航天产业模拟活动。旨
在传承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航天精神；为航天事业培养储备
人才；增加青少年国际理解；提升青少年面向未来的核心素
养和能力。

赛事报名截止日为 6 月 10 日，赛事内容由学生们组成航天
投标团队依照国际深空发展联盟的方案征集要求，完成月球背
面永久性基地的设计。据介绍，此活动以来自小学、初中和高
中的学生以团队为单位，通过项目制学习的方法去研究、设
计、制作太空基地，需要考虑基地结构、运营、人居、商业开
发等内容，设计将通过海报、论文、模型、演讲等多样化的方
式进行展示。且优胜队伍将受邀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嫦娥四
号”现场发射活动，与航天专家对话，见证人类探月史上历史
性的一刻。

人工智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4 月中旬，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科大讯飞推出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翻译机 2.0，支持 33 种语言的即时互译、中英
文之间的离线互译，满足出国旅游、工作、医生问诊等多种
场景的日常交流。科大讯飞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刘云峰告诉中
国经济网记者，讯飞听见对标准普通话的转写准确率达 95%
以上。

据介绍，讯飞翻译机 2.0 还支持中文与英、日、韩、法、
西、德、俄等12种语言的拍照翻译，以及粤语、四川话、东北
话、河南话四种方言翻译，适用于点餐、购物、认路等场合。除
了翻译功能，讯飞翻译机2.0还推出英语口语学习、全球上网等
服务，为用户学习、工作、旅行带来便利。

当下，我国正迎来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最新的前沿
科技，将对传统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催生出新的业态和商业模
式，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开启数字经济的新时代。据了解，科大
讯飞目前已深入教育、医疗、车载、智慧城市、政法、客服等众
多领域，推出各项应用，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正产生深刻的影响
和变革。

万维望远镜科技项目喜获殊荣
第 33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于 4 月落下帷幕，重

庆巴蜀中学的的朱沛禹、方柯翔、张申泽三位同学的 《基于
万维望远镜的引力波光学对应体搜索和观测网络》 喜获重庆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

三位同学从小喜爱天文，学习了一定的天文知识。一次偶然
机会他们接触到包含海量真实天文观测数据的万维望远镜系统，
便积极学习了它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在国家天文台China-VO团
队的辅导下，历时二年时间，三位同学建立起基于万维望远镜的
引力波光学对应体搜索和观测网络系统的初步模型，获得了专家
老师们的认可。

今后，他们计划通过万维望远镜平台收集光学望远镜观测
数据，并对数据整理分析，最终再在平台上将结果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基于万维望远镜系统的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和实践，是
数据驱动的中学天文教学的具体案例。

“相约雪龙 寄梦南极”。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

第四小学海洋科普系列活动之一见证了——

虽然大自然并没有赋予人类如鸟一般飞行的本领，但人类却用
自己的智慧，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其中航模是最基础的模
拟飞行器，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尽管不同航模的设计、动力来
源、飞行特点都不尽相同，但每一种航模，都能克服地球重力，翱
翔天际。航模为什么可以飞起来，它的制作又有哪些秘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