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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注重学生的直接经验，鼓励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开展科学探
究，采用实验设计、创意发明、手工制作等方式进行学习。但其目的并不是学会
某项具体的技能，而是让学生通过亲自参与，获取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如果仅
仅停留于技能培养层面，导致系统知识弱化，那就得不偿失了。

10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工会
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
络中心承办“盛放40年”科学演讲
活动暨中科院“SELF格致论道”讲
坛第31期主题演讲在北京未来剧院
举行。

胚胎干细胞的魅力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国干细胞

研究的重大突破。所谓胚胎干细胞
是一类能够无限增殖，并能分化为
各种组织的万能细胞。从理论上来
讲，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扩增，你想
要多少它有多少，可以变成所有的
组织器官，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完整
的个体。这就是胚胎干细胞的魅力。

除此之外，获得干细胞的另外
两个途径是动物克隆技术和诱导多
能干细胞技术。

2003 年，我国科学家率先克隆
出大鼠。“这在动物克隆领域至少对
中国是一个里程碑，对全世界也是

一个里程碑。因为从来没有人尝试
过，把常用的实验动物以克隆的方
式扩增出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琪说道。

所谓克隆就是无性繁殖的意
思，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可以利用动
物的一个组织细胞，像翻录磁带或
复印文件一样，大量生产出相同的
生命体。

2009 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
从非胚胎来源的干细胞直接制备出
一个生物。科学家将小鼠的皮肤细
胞成功变成了具有繁殖力的诱导多
能干细胞，第一只小老鼠应运而
生，这只小鼠的名字叫“小小”。这
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小生命的诞生，
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9年
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一。这项工作
后来又延伸出更进一步的细胞技术
的更新和迭代。

2012 年，我国第一次从精子

（包括卵子） 获得胚胎干细胞。“大
家知道，精子和卵子是我们看到的
生命起始的点，在生命进化过程中
的终端细胞，如果不受精的话，这
个细胞就会死掉，我们利用技术把
它们变成像胚胎干细胞一样可以无
穷无尽扩增分化的细胞。同时，很
重要的是可以维持精子和卵子的特
性。”周琪说。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胚胎干细胞
可以分化成所有的组织或器官，这
指的是体内，但是还没有一个实验
室曾经证明过体外分化的胚胎干细
胞可以行使精子和卵子的功能。
2016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小鼠
胚胎干细胞体外分化并获得具有功
能的精子细胞。

最近，两个爸爸也能生孩子的
新闻又红遍了朋友圈，我国科学家
又宣布首次实现了哺乳动物的孤雄
生殖。

关于干细胞的突破还有很多。
人工智能的未来
再把目光移到人工智能这边。

“将来一定是人和机器一起工
作，不是物理机器人，而是软件定
义的知识机器人。手机就是它的雏
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
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王飞跃说。

王飞跃表示，不久的将来，一
支军队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可能并
不取决于其实际军队如何，而取决
于与其伴生的人工军队之规模和水
平；不久的将来，一个企业的实
力，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取决于其
外在规模和资产的大小，而取决于
其对虚实互动的认识、实践和效
率，取决于与其伴生的软件定义的
人工企业之规模；不久的将来，一
个个体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可能并
不取决于其物理本身，而取决于与

其伴生的软件定义的人工映像。
谈到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忧虑

时，王飞跃举了一个例子。1589
年，英国人威廉·李发明针织机后兴
冲冲地去申请专利时，得到的却是
女王的训斥：“你的发明将会把我可
怜的臣民都变成乞丐。”当年，这些
人就担心机器会让人们失业，变得

贫穷。但是，事实上，机器发展到
今天并没有夺去我们的工作，也没
有让我们变得更加贫穷。

“算法智能 （计算机、人工智
能） 永远超不过我们语言表达的智
能，我们语言表达的智能又永远超
不过我们脑子能想象出来的智能。”
王飞跃说道。

一列由1978开往2018的科学号列车准时发车，旅客朋友们，将“看到”我国改革开放40年征途
中，一系列重大科学创新与突破，既能够领略胚胎干细胞的魅力，又可以展望人工智能的发展……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苹）为了大
力弘扬传统文化，充分展示中国古代科
技文明，充实中国古代科技系列专题展
览，丰富古展国内外巡展资源，中国科
技馆研发的“榫卯的魅力”主题展览，
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在中国
科技馆一层东门短期展厅举行，展览免
费向公众开放。

“榫卯的魅力”主题展览是中国科
技馆自主策划开发的中国古代科技系
列专题展览之一。展览以榫卯为中
心，通过互动模型、微缩模型、虚拟
现实等多种现代展览形式，展示榫卯
工艺在古代建筑、家具、造船、造桥
等不同领域以及现代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旨在传播古代科技、传承文化遗
产、弘扬工匠精神。展览面积2000平
米，展品 38 件 （套），共分为五个主
题分区。

榫卯，是利用木构件凹凸结构相
互咬合实现构件连接的工艺。凸出的部分叫榫，凹进的部分
叫卯，榫头插入卯眼中，两块木头便紧密连接，不再分离，
使普通的木头有了生命。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榫卯是
肇始于我国古代七千年前的一项重大发明，上至巍峨宫殿，
下至草房瓦舍，大到舟船车辆，小到桌椅板凳，都离不开榫
卯技术的应用。榫为阳，卯为阴，凹凸之间，相生相克，体
现着古代中国人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革新，虽使榫卯
技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使用，但对榫卯的研究和利用却向
着更加精深的方向发展，成为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的载体。在“现代榫卯的演变”主题展区，2010年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以及中国科技馆新馆建
筑，都是以榫卯元素作为核心理念设计建造的。展区内还展
出了艺术家们创作大量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当代艺
术品，将榫卯的科学精神与艺术魅力同时呈献给公众，展现
了榫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无限魅力。

2017 年，我们曾去某所中学调研
STEM教育。这所学校总共开设了20多
门STEM课程，涵盖机械工程、人工智
能、生物组培、航空航天、艺术创意等
多个领域，并组织教师编写了一系列配
套教材。但是，认真翻阅教材后笔者发
现：这些课程内容与学科之间缺乏实质
联系，大部分篇幅讲的是具体操作流程
和注意事项，对于实践活动所涉及的知
识概念和科学原理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几乎就是一本本“使用说明书”。

随后，我们深入课堂听课，发现情
况更是不容乐观。比如，在一节无人机
课上，教师只是在导入环节粗略介绍了
无人机的背景知识，剩下的课堂时间全
都是教师带着学生操控无人机，反复实
验如何才能把无人机飞得更高、更快、
更平稳，如何才能拍摄出更具视觉冲击
力的航拍视频。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

趣看似高涨，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但在
一片火热的教学景象背后，却是极其肤
浅的知识学习。

实际上，无人机课完全可以成为多
学科整合的纽带，联结物理、数学、信
息技术等方面的课程内容，包括：物理
中的陀螺效应、电机功率等；数学中的
数学建模、函数运算等；信息技术中的
程序设计、智能系统等，甚至与历史、
英语、美术等人文学科也可以进行结合。
STEM教育通过跨学科课程设计，为学生
提供真实的问题情境，让他们有机会运
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回顾历史，STEM教育自产生之初就
高度重视不同学科领域的内在联系，并
提倡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中，科学
（S）在于认识世界、解释自然界的客观规
律；技术 （T） 和工程 （E） 旨在尊重自
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实现对自然

界的控制和利用，并解决社会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数学（M）则是技术与工
程学科的基础工具。

近年来，STEM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
拓展。比如，有学者建议在原有四门学
科基础上加入Arts，把STEM教育拓展为
STEAM教育；还有学者建议加入Read-
ing 或 Writing，把它拓展为 STREAM。
实际上，不管 STEM 教育名称拓展为
STEAM、STREAM 还是 STEM+，其本
质仍然不变——还是跨学科，只是进一
步拓展了跨学科的领域与内涵而已。

所以，STEM教育的核心是实现知识
融通，在孤立的学科体系中建立一座沟
通的桥梁，给学生提供整体认识世界的
机会。最常用的模式是以项目为中心的
课程组织，通过序列化问题串联各学科
知识，使课程要素形成有机的联系与有
机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在动

手实践中开展跨学科学习，避免分科教
学带来的知识割裂，把知识学活、学透、
学扎实，形成更加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思
维框架，以此应对未来社会的复杂挑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STEM教育不是
职业教育，其目的不是培养“能工巧
匠”，而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小学
开展的STEM教育，不管是搭建桥梁模
型，还是组装智能机器人或操控无人机，
都要有知识原理的渗透，都要有跨学科
的课程设计，不能只是纯粹的技能训练。
在STEM教育中，动手操作是手段，跨
学科学习是载体，智慧生长才是目的。
只有把知识学习放在首位，才能让学生
获得真正的成长。

回忆一下那些关于返回地面的宇航员出舱的新闻，他们是不是非常虚弱？他们是不是无法站立？重
新回到地球，他们的身体将再次经历各种考验，以便重新适应有重力的环境。

想上太空？先听 NASA 宇航员怎么说
□ 夏 青

（上接第一版）
“当然，这些生理问题是有解决方

案的，比如，体育锻炼、人体定位设
备、激素和药剂、人造重力，”威克曼
说，“不过，人造重力现在只用于动
物，还未用于人类，因为人类需要更
大、更为昂贵的人造重力设备。我们正
在积极尝试——太空飞行距离常常较
远，需要人造重力设备来支持宇航员面
对各种生理上的挑战。”

而即便是体育锻炼这种听上去很简
单的解决方案，实现起来也相当有难
度。据悉，宇航员的常规锻炼方式包括
跑步机、脚踏车和阻力训练，他们需要
保证每天4小时的锻炼才能够“抵御”
上述生理风险。但实际上，宇航员们平
均每天的锻炼时间有多少呢？

仅仅1小时。
当我们想象以及评估以上挑战抑或

风险的时候，请别忘了，这些只是宇航
员从地球去往太空时将经历的；而当他
们在几个月或者一年后返航着陆时，他
们历经“磨难”已经“重塑”的身体将
再次“重塑”：体液从上半身移回腿部
组织，血浆置换，前庭系统再次接收混
乱反馈，肌肉骨骼萎缩以适应环境压
力，心血管机能改变以适应体液体积和
重力水平，等等。

回忆一下那些关于返回地面的宇航
员出舱的新闻，他们是不是非常虚弱？
他们是不是无法站立？重新回到地球，
他们的身体将再次经历各种考验，以便
重新适应有重力的环境。

隔绝、限制和各种心理上的挑战
除此之外，宇航员还将面临心理上

的挑战以及社会关系变化，比如：远离
家人和朋友，远离祖国和文化，甚至远
离自己的星球，造成的隔绝感；空间上
的限制，包括长期居住在非常狭小的空
间、和有限的人员一起生活、居住环境
质量不佳、物品尤其是个人物品非常有
限；还有感官刺激减少、无聊、规定的
工作/休息时间、无处不在的风险，以及
所导致的巨大焦虑和压力，等等。

我们可能预想不到，就连日常习
惯的每 24 小时轮回一次的日出日落，
在太空舱围绕地球飞行时缩短为每 90

分钟轮回一次，也会给人的心理带来
明显的陌生感。更有甚者，“在太空
中，你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更无法
感受到风吹到脸上的感觉，”威克曼如
此描述，“你只能一直待在太空舱中，
就算有机会出去，也得穿着厚厚的太
空服——那其实就像迷你版的太空舱
一样。”

就仿佛是，你和几个朋友挤坐在一
辆很小的车里，每个人只带了一个放着
极少个人物品的很小的包，却要踏上一
条未知的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
并且在危机四伏的路上，你们的那辆车
并不会行驶得比过山车更稳。

对策当然有很多。
一切重在预防。设计飞行器、宇航

员居住区时，可以尽量营造出地球上高
低错落层次的样子；团队成员挑选、配
置、培训等事项也各有讲究……但同
时，一些难关也确实耗费心力，比如，
长时间的太空任务需要精神状态足够稳
定的人员，可谁知道哪些人才能在复杂
环境中长时间保持精神稳定呢？

“生活是一场冒险”
威克曼博士表示，宇航员实际上将

遭遇的生理及心理上的挑战与风险将比
以上所讲的更为复杂和严峻，“现在，
在座还有多少人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宇航
员？”她又问了一遍分享会开始时所问

的那个问题。
下面的许多孩子还是高高举起了

手。人数一点儿也没有比开场问问题时
少。

威克曼博士很欣慰。她带着笑容，
认真回答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提出的各
种问题，黑洞、暗物质、移居其他星
球、平行宇宙……并不时发出由衷的称
赞。“生活是一场冒险，”她说，“认识

你自己，找到你激情和才能重合的那个
点；然后，利用好你的机会，努力工
作；心有所盼，同时享受旅程。”

崇文青少年科技馆的杨韬说：“这
次科普分享会让同学们大有收获。我
们希望与更多的国内外行业专家一
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青少年
在成长过程中找到学习的方向、理解
学习的意义。”

科普时报讯（记者 侯静） 日前，国内
领先的 K12 一对一教育企业三好网举办了

“2018培训教师发展大会”。此次大会上，三
好网启动了“百城万师”教师成长计划，并
成立教师帮培训学院。

据了解，三好网将成立专项资金，投
入全方位资源，在全国数百座城市选拔和
扶持上万名青年优秀教师；同时，成立国
内在线教育行业首家专业培训学院，面向
整个行业，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化的培
养专职培训教师。

三好网创始人&CEO何强表示，随着教
育行业的逐步市场化和信息化，传统教育关
系正在被重构，培训教师队伍日趋壮大，行
业亟需规范教师教育新标准，同时挖掘更多
的优秀培训教师。此次启动是三好网在教育
新政背景下，对培训教师战略的一次全面升
级。在之前对已有教师资源进行把关的基础
上，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体系化
的选拔、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至此，三好
网在师资筛选、选拔、考核、培养、储备、
输出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城万师”教师成
长计划的选拔标准中，特别指出教育资源欠
发达地区的教师优先。而这也是教育新政
下，在线教育平台对改善教师资源供给要求
的一次探索。

教育新政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归和升
级，让师资得到保障，让师资获得提升。
而作为在线教育的领跑者，三好网构建逐
渐构建起成熟的培训教师选拔、评定规范
机制，并在资格、招聘、进修等三个特征
上不断优化教师培养体系。这无疑是一种
有益的探索，对于整个行业的改革，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

威克曼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人体工程/生物力学专业，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NASA）、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事哈勃望远镜、空间站、太空服设计等工作，
任美国科学联盟（asa3.org）首席执行官。

她在“NASA宇航员在京科普分享会”上所分享的经历，让我们对航空及宇宙
知识的泛泛了解，显出了更多细节丰富的血肉。所谓的宇宙奥秘，也落脚到那些
更具体、甚至细微得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比如，在零重力下生活和工作，所有
东西都会漂浮！那么，在宇航员身体姿势改变、无摩擦力的状态下，如何设计并
简化任务？如何设计出某种“力”来约束工具、设备和人员？

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正是人体工程学设计需要考虑的。其中，最为首要的任务
一定是保证机组人员安全，识别并防范潜在危险。除安全问题之外，设计者还需要考
虑并解决健康及高效的问题：如何让每个硬件都易于操作？如何用最少的支持设备提
供有效的支持？如何绘制可行的任务时间表？如何设计工具使最弱的宇航员能够使
用、同时最强的宇航员不会损坏？如何保证宇航员的衣物具有安全、舒适、防火、多
口袋设计等特性？另外，沐浴、垃圾管理、医疗护理，等等，全都不是小问题。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如何保证在任何特殊状况出现时，始终存在备用方案。

空间飞行中的人体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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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STEM 教育教育：：莫重技能莫重技能培养而轻知识学习培养而轻知识学习
□ 曹培杰曹培杰

科教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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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盛放 4040 年年”：”：畅想科技的未来畅想科技的未来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陆成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