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迎接 5 月 26 日第 20 届中国科
协年会的召开，由浙江省科协主办
的“科学+”、“消防角消防科普互动
体验”等科普活动，5月25日在杭州
市上城区小营巷社区举行。

小营巷社区人文荟萃，有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科普教育资
源，是新中国两代领导人到过的地
方，是浙江省第一个党小组诞生
地，也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科
协前主席钱学森故居所在地。

拥有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念
馆、钱学森故居、钱学森航天科普
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小营巷)纪念
馆、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等宣教阵
地的“小营·江南红巷”红色旅游景
区，是浙江省唯一坐落在城市街坊
里的国家级红色旅游景区。2017 年
该景区还被授予“杭州市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

“其实，最初发明尿不湿，是为
解决宇航员长时间在太空行走时，
遇到的内急问题”。在“科学+”活
动——航天科普分享会上，中科院
老科学家、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国防科普委员会副主任石磊，向好
奇的孩子们作 《神奇的载人航天》
讲座。当孩子们听到纸尿裤的发
明，就是一项航天技术成果时，齐
刷刷地发出了“哇”的尖叫声。

“太空卧室什么样”“奇特的动
物航天员”“航天员是怎样‘炼’成
的”“奇妙的太空生活”“航天员怎
样安全返回地球”等这些有趣问题
的解答，孩子们和老师在分享会上
积极互动，分享现场非常活跃。“航

天科技不仅为我们打开了探索宇宙
的大门，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
影响。”参加活动的孩子表示。

主办方打造这场“邂逅科学
家”的概念，旨在为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到行动中来，让科普真正走进
基层，让“科学家”不再是一个高
高在上的概念，而是可以实实在在
地走进每一个普通公众的日常生
活，也让基层科普行动产生更大的
影响力。

另外，在钱学森航天科普馆
里，VR、AR、9D等虚拟体验和多
媒体游戏等，将航天科技以通俗易
懂、生动有趣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垃圾分类”科普体验亲子活动，让
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垃圾分类
的科学知识。消防角消防科普互动
体验活动，为孩子们做应急安全知
识的普及和消防逃生技能的训练。

在第 20 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
像小营巷这样的基层科普行动还有多
场。上城区是全国首批科普示范城
区，近年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
科普活动，营造了浓厚的科普氛围。

上城区下辖 6 个街道 54 个社
区，常住人口34万，是浙江省面积
最小、单位GDP最高的城区。全区
科普工作围绕“建设国际化、现代
化城区”的总体目标，深入实施

“四化四社”工程，提升了科普公共
服务能力，促进了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全区有全国科普示范社区3家，
省级科普示范单位22家，科普教育
基地9家，校园科普e站7家，社区
科普e站实现了全覆盖。

小 学 生 社 区 里 邂 逅 科 学 家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博尔特和泥石流赛跑谁会
赢？”“你知道重力吗？”“送你避险
逃生三十字真言！”……焦润成高
级工程师通过几个通俗易懂的问题
与在座的60余名儿童和参观者交流
互动, 这是日前由北京市地质研究
所与中国地质博物馆联合开展的主

题为“突发性地质灾害预防及避
险”的科普讲座。

焦润成以风趣幽默的语言，俏
皮动画和图片等形式详细介绍了什
么是地质灾害、灾害发生前的征兆
以及如何避险逃生等技能，现场座
无虚席，小朋友们积极踊跃发言，

现场互动氛围热烈。
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

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
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据悉，北京是世界上突发地质
灾害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建国以
来突发地质灾害已造成数百余人死
亡，经济损失超过数亿元。截至
2017年底，全市山区共发育各类突
发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4877 处 ， 威 胁
21532户59218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2018年汛期来临之际，北京
市地质研究所一支年轻的科普宣传
队走进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门头沟
大台中心小学、房山霞云岭中心小
学等地，开展了“突发地质灾害预
防及避险”地质灾害防范知识科普
宣传活动。地质灾害专业技术人员

用风趣的语言、简单易懂的电教幻
灯形式，详细讲解了地质灾害类
型、地质灾害发生征兆，以及灾害
来临时的应急避险措施等内容。

系列宣传活动使小朋友和大朋
友们了解了地质灾害的基本知识，
掌握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的基本技
能，增强了自我防范和临灾自救互
救得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
展，各种传播方式不断涌现，为地
质灾害科普提供了新的思路，虚拟
现实、可触实体、游戏动漫、手机
APP等形式也将融入到大众日常生
活、旅游娱乐中。作为北京地质环
境技术支撑单位，北京地研所将努
力当好宣讲员，做好地质灾害科普
宣传工作，真正推动地质灾害防治
知识进入千家万户，守护每个家庭
的生命财产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从科普宣传开始地质灾害防治从科普宣传开始
□□ 曹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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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科学家。儿童自
出生开始就对自然和世界充满了强
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K- 12 科
学教育的框架：实践，跨学科概念
与核心概念》的第一条指导原则就
是“孩子是天生的研究者”。2017年
9 月出版的 《自然》 专刊中也提出

“孩子人人都是科学家，只要从小就
给他们合适的科学教育”。

我们经常会发现，咿呀学语的
儿童蹲在地上观察蚂蚁，观察树上
的毛毛虫；对彩虹、冰雹等自然现
象比大人更好奇。还有很多实例，
都能说明儿童对于世界有强烈的好

奇心。为了让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持续下去，科学教师要
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在教学中，科学教师要培养孩
子的自信心。每个孩子在来到学校
之前已经知道了一些科学知识，拥
有了一些自己对科学方面的观察和
思考。比如冷和热，一年四季，太
阳东升西落等等。教师需要采用恰
当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他们已经知
道了一些内容，要在这些内容的基
础上，去思考，去建构自己更多的
科学概念。

“神秘的盒子”是一个很多科学
教师都使用过的科学探究活动。教
师准备一个可以密封的盒子，一面
有开口，开口只能伸手进去即可。

在盒子里可以放不规则的石头，软
泥，硬币，玻璃球，橡皮，胡萝卜
等一些安全的物品。一般情况下
3-4 件合适。把盒子拿给一组同
学，让同学们在不打开盒子的情况
描述、画出或者写下盒子里的物
品。孩子们可以用手摸，也可以摇
一摇盒子，也可以在盒子口闻闻里
面物品的味道。通过这些方式，孩
子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可以推
断出盒子里有几件物品，可以大致
推测一下物品的重量，还可以验证
自己的推测，比如再拿一个类似重
量的物品与盒子里的物品比较。每
个小组都可以讨论，交流。得出本
小组的结论以及给出为什么要做出
这样的结论。在这个活动完成的过

程中，学生们用到了观察、测量
（估重）、推断、形成假设、找到证
据和得出结论等多种科学探究技
能。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得出结
论要依据证据。

在教学中，教师要多提出引发学
生思考或者进一步行动的问题，以促
进学生的讨论。有一些问题容易将学
生引向正确或者错误的答案。如果教
师的问题类似于：再试试，看能不能
得到更好的答案？这样的提醒问题让
孩子们认为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老
师希望的答案。孩子们进而就失去了
探究的乐趣，也失去了主动性。因
此，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教师最好是
给学生一些促进他们进一步思考的回
应或者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这样想

呢？你有什么证据？能不能举一例子
说明你刚才的结论？告诉大家你是怎
么想到这一点的？你能对收集到的数
据做出解释吗？这样的问题引发学生
进一步的思考，同时帮助学生理清楚
思路，以及不断加强科学探究的结论
是基于证据得出的等科学本质的理解。

在儿童科学探究的过程中，教
师最好别给出直接的评价。比如，棒
极了！非常好！等等。这样的不具体
的评价会给学生一种暗示：教师的评
价是所有答案的标准。时间长了，在

不知不觉中，学生会逐渐地失去独立
的思考能力和探索能力。而是转而去
追求教师口中的“很好”。

即使是一位优秀的科学教师要
完全在科学课堂中贯彻上述几点也
不容易。这需要一点点去实践，去
努力，并且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和
方法。我也相信，已经有很多的科
学教师正在这样做，并且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望：让
孩子们爱上科学。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让 孩 子 们 爱 上 科 学
□□ 李秀菊

金属是一种具有光泽、富有延展性、容易导电、
导热等性质的物质。

在化学里，金属可以分为活性金属和钝性金属两
种，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金属活动性是指金属在溶
液或者化学反应中的活泼程度，这是由化学家们根据
不同金属实际发生反应的情况总结出来的），氢前面的
金属称为活性金属，氢后面的金属就是钝性金属。

图片展示了金属在不同的溶液中反应、溶解、逐
渐消失的瞬间，这些溶液包括酸、碱甚至水。

（金属钾、镁、铝都是活性金属，金属铜虽然是钝
性金属，但也可以与氧化性酸，如硝酸等发生反应。）

消失的金属，只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存在，生本
无生，灭亦无灭。

（李聪/文 梁琰/摄影）
美丽科学和中国化学会供科普时报专稿

消失的金属消失的金属 别离亦动人别离亦动人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之际，北京各个区县也举办了
独具特色的科技周活动。5月20日，由北京市西城区
科技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德胜街
道办事处主办的西城科技周活动在德胜少年宫举行，
中科协同创客（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负责人
包明明，领记者一探究竟。

机器人陪孩子一起“嗨”
“Nice to meet you!”一个憨态可掬的机器人正

在用英语“授课”。马上，旁边一个小男孩跟读这句
话，机器人脸部屏幕上很快显示出“84”分。 孩子
们欢呼起来，饶有兴致地继续跟读下一句英文。

在智慧生活展区，一家科技公司的代表张翔向记
者介绍说，这个机器人名叫“进化者小胖”，是一款
基于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的陪伴式机器人，有教育、娱
乐、净化空气等功能，主要针对学龄前及1-6年级儿
童，既可以开展英语、数学教学，还能教孩子唱歌、
跳舞、游戏和看电影。由于现在很多家庭独生子居
多，迫切需要一个成长的伙伴。家长可以通过手机
APP远程遥控机器人，可以问孩子“吃饭了吗”“作
业写完没有”“今天心情如何”，有时候还能把孩子的
心里话“掏”出来。藉此，敦促孩子学习，提高成
绩。

突然，小胖”机器人自动旋转起来，欢快地唱起
了歌，惹得几个孩子把它围住，用小手充满探究地摸
摸这儿，拍拍那儿。

看到，各种大小不一的机器人，牢牢地吸引着孩
子们的注意力，如叮咚音响、阿尔法蛋等，时而互动
问问题，时而做个小动作。

西城科技周活动负责人介绍说，主场活动以“科
技创新 强国富民”为主题，通过17个展位突显智能
语音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高新技术成果，让青少年尽可能地触摸、感受科技的
神奇和魅力。

DIY带来快乐更长知识
“科技、游泳和画画，这三个活动选项你会最喜欢哪个？”记者问。
“科技！”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17班的马艺铭同学抢答道。
他接着兴奋地说，“平时我上网就爱看一些有关科技的视频节目，还特喜

欢看科幻电影，比如最近上映的《头号玩家》。”
一边说着，他一边跟同学陈国熙迫不及待地拆开刚在“DIY”（DO IT

YOUSELF） VR眼镜展区领到的VR眼镜组装包，打算专心琢磨，动手拼装
出一个属于自己的VR眼镜。

在创客工坊展台上，记者还看到专为学校开发的成套“动手做”课件，
据说已经通过远程在云南一些学校开展授课，通过课堂传授基础科学知识，
再配以一些有主题的模具系列，如“土豆也能看时间”“画图机器人”“自制
越野车”等，显然，这种方式让孩子们颇为着迷。

3D打印展台人头攒动！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3D打印笔。记者发现
这种笔的“笔迹”很特别，呈线状。据介绍，它是用 PLA、PCL 塑料制作
的，无需电脑或电脑软件支持，可以直接在任何表面，甚至在空气中“作
画”。勾勒出的作品不再是平
坦的二维画面，而是生动立
体的三维物体。

科技周活动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这是本届西城区科
技周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
——设置许多“动手做”的
环节，让青少年在手脑并用
中，学习和实践工程与技
术、数理、艺术等基础知
识，填补中小学科技教育中
的空白，在不断探索中增长
科学技能，促使更多的孩子
争做新时代“科技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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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铝箔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 图2：铜片与浓硝酸反应
图3：金属钾与水反应 图4：镁条与稀盐酸反应

11 22

33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