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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过度沉迷，给虚拟世界加把“锁”
□□ 陈柳岐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方面的
报道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些报道不
仅展示了数字化虚拟技术在艺术、教育、医
疗和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潜力，也逐渐暴
露了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随着人类亲手创
造的虚拟世界日益壮大，如何在虚拟与现实
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已经成为一个
不可回避的问题。

虚拟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文
化产品”

现实世界是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的，具有
不可更改的物理属性。从技术角度来看，虚
拟世界是由计算机技术生成的，是基于代码
和数据构建的世界。虚拟世界中的物体没有
真实的物理属性，它们不能与现实世界中的
物体发生物理相互作用。

社会角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虚拟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文化产品”，它反映
了人们的需求、幻想和价值观。虚拟世界中
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常常是由开发者或社群共
同制定的，而现实世界则是我们生活和社交
互动的基础。

虚拟世界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我们与外界

互动的方式，还在多个层面对社会运行产生
了深远影响。其中，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软
件使人们不受地理限制，能够随时与全球的
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虚拟现实 （VR）、增
强现实 （AR） 和混合现实 （MR） 技术也为
娱乐、教育和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使人们能够以更加身临其境的方式进行
学习、娱乐以及接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等等。

虚拟和现实边界模糊会引发一系
列问题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虚拟世界和现
实世界两者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种模糊
性虽然带来了便利和新的可能性，但也引发
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社交媒体上的“键盘
侠”现象，以及网络暴力等，都是虚拟世界
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的例子。目前这两个世
界虽然还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但在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未来它们的交集
越来越多，界限也越来越难划清。

虚拟世界的飞速扩张也带来了一些社
会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尤为明显的是，过
度使用虚拟社交媒体和长时间沉浸在虚拟

游戏中，可能会削弱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
社交互动。这种现象不仅可能损害人们的
社交能力，还可能触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
题，如社交恐惧、焦虑和抑郁等。人类对
于这些影响既不能完全排斥，也不能全盘
接受，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议题。

找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平衡点

要找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平衡点，
时间管理是一个关键因素，合理地分配时
间，能确保虚拟活动不会侵占现实生活的重
要任务和社交活动。同时，现实社交是不可
或缺的元素，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和社区参与
能够丰富我们的现实生活。

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也是平衡虚拟和现实
世界的重要工具。在虚拟世界中，泥沙俱下
的信息和五花八门的观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或偏见，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能确保我
们对虚拟世界获得的信息进行仔细筛选和评
估。同样，自我约束也不可忽视。虚拟世界
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游戏、社交媒体等，强
烈的自我约束力是避免沉迷其中的关键。设

定使用时间、避免过度消费和明确界限都是
自我约束的有效方法。

对于青少年和其他易受影响的群体，家
长和教育者的角色尤为重要。首先，家长和
教育者应该了解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特点
与差异，并与青少年保持开放和真诚的沟
通，提供适当的教育和指导，帮助他们理解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以及如何在两
者之间维持平衡。

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和负责任地对
待这两个世界的交集，以便更好地利用其优
点，同时防范和应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通
过合理的时间管理、强化现实社交、保持理
性和批判性思维，以及加强自我约束和教
育，我们有望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找
到一个更加和谐和可持续的平衡点。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委
会副秘书长，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科普时报讯 （记者毛梦囡） 能
源危机、物种灭绝、全球变暖……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亟须
解决的重大挑战之一，而青年科学
家正是破题的关键。11月11日，首
届“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颁
奖典礼在 2023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开幕式上举行。牛津大学亨利·斯奈
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楼雄文教
授、清华大学张强教授分别因全球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纳米结构材料
合成与应用、锂硫电池与高性能能
源材料等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荣获
大奖。

“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由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联合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共同发起，
旨在表彰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或应用
工程技术，支持一个或多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施而作出重要创新成就
和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

亨利·斯奈斯认为，“可持续发
展青年科学家奖”不仅是对于获奖
者的认可和鼓励，也将激励其他青
年科学家迎接挑战，为联合国制定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作出共同努
力。“如果你们能够把工作重点放在
解决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上，那么
这将是一个切实对未来产生重大影
响的好机会。”

“我来自浙江金华附近一个不到
300人的小村庄。本科期间，我第一
次接触到纳米结构材料领域，它的
巨大可能性和潜在的影响激发了我
的兴趣和想象力。”楼雄文说，此后
的研究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设计
和合成先进纳米材料结构材料，并
用于各种电化学能量存储和转换技
术，如超级电容器、可充电电池、
燃料电池等。楼雄文认为，对可持
续发展的追求不仅仅要在实验室
内，还要求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
行业领导者以及社区共同合作。他
建议，青年科学家应该多进行跨学
科合作，跳出框架思考问题，以寻
求新的解决方案来面对挑战。

“这一荣誉超越个人的奉献，它
代表了我们科研人员热切追求的愿
景，为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更大贡献。”张强说，我们有责
任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教育
教学和科技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落实提供更多支撑。

首届“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
奖”围绕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共设置 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
域，分别为零饥饿、清洁饮水和卫
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可
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水下
生物和陆地生物。自 2023 年 3 月开
放全球申请以来，该奖项吸引了来
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候选
人提交申请，由 11 位国际知名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据介绍，大会将面向全球每年
评选一次，激励守正创新，鼓励自
由探索，每次评选不超过 5 名获奖
者，以表彰他们在相关科学研究领
域所取得的杰出成果。

3人获首届“可持续
发展青年科学家奖”

科普时报讯 （记者张英贤） 上
海自然博物馆近日发布首个 IP 图
库。图库包括“恐龙地带”“珍惜·
珍稀”“生命长河”3 个主题，既可
用于馆内的文创开发，也可用于外
部的文创授权与合作。

近年来，上海科技馆三馆聚焦
“ 做 优 机 制 、 做 强 队 伍 、 做 响 品
牌、做大市场”四个方向，不断拓
展自主定制、联名授权和合作开发
的文创板块。上海自然博物馆文创
研发团队在馆藏 11000 多件展品里
反复筛选，最终将 24 个 IP 形象收
录到 3 个图库中，制作出了卫衣、
帽子、抱枕、文件夹、手机支架、
咖啡杯等各类文创产品。

上 海 科 技 馆 副 馆 长 缪 文 靖 表
示，图库中兼具辨识度和科学内涵
的 IP 形象，将成为上海科技馆向观
众输出科普内容的重要窗口，希望
能够与未来的合作伙伴共拓文创消
费市场，为社会创造更多商业机会
和价值，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入和丰
富的科普体验，更好地传递科普
理念。

上海自然博物馆
发布首个IP图库

信息速递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第十一届中国 （绵
阳） 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首届川渝科普大
会将在四川绵阳举行。四川省成都市科普文
化产业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 将在此次会议
上展示成都市科普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科普文
创、科普数字等内容成果。

2022年出台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强调，培育壮大
科普产业，促进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等
产业融合发展。目前，科普文化产业已经成
为科普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科普+
展示”“科普+出版”“科普+影视”“科普+文
创”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有望成为未来科普
产业的主要增长点。

近几年，协会通过“链接资源、用心服
务、创立特色、打造品牌”的形式，推进科
普事业与科普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成都市科
普产业“建圈强链”和新时代科普工作高质
量发展，科普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建设科普文化产业智库

做好科普主要靠人，因此智库的建设至
关重要。近年来，协会与成都理工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究院、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川南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院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先后成立了成都理工大学科普文创与科
学传播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
究院应急科普研究中心和川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儿童科学素养研究中心，助力打造
高水平科普文创内容创作研发传播研究基
地、高端科普文化 （创） 成果转化基地和高
层次专业科普人才培养基地。

为更好发挥科技工作者的决策咨询和专
业支撑作用，协会成立了科普文化产业“科
文汇”智库，并先后成立了12家基层社区科

普文化服务工作站，打通了社区科普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此外，协会还联合国内30
余家科普社团、科普场馆 （基地） 和研究机
构发起成立了中国科普联盟。

塑造科普志愿服务品牌

结合成都市产业发展和基层需求，在成
都市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成都市科协）
的指导下，协会聚焦科学文化、心理服务、
天文航天、应急安全等领域，组建成立成都
市科普文化产业协会科技志愿服务队，并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中
国科技志愿”App上完成注册。

协会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探索“社会科
普+民主党派+学校科普教育”融合的工作
创新模式，打造了“科学SHARE+”特色科
普社会服务品牌，推出了“科学阅有趣”

“科学好有戏”系列活动品牌，开展了“精
英奠基石·科技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宣讲活
动。一系列科普志愿活动将知识送进了学校
与社区。

其中，“蓉慧科普讲师团”与“法眼观筑

团队专家服务团”结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全国科普日等重要科普节日，开展了 400 余
场次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参与公众超过 500
万人次。协会流动科普服务车也先后走进广
元、阿坝等地区，将成都科普资源下沉到基
层。自2018年以来连续5年，协会走进甘孜
藏族自治州得荣县、白玉县、德格县、甘孜
县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甘孜行”系列
活动，累计捐赠各类科普物资和教具 70 余
万元。

生产优质科普内容产品

为做好科普产业的相关传播，协会以新
媒体传播矩阵、《奥秘应急与安全》月刊杂志
为抓手，做好科普知识的宣传。同时，协会
还围绕科普场景打造不同的主题内容，研发
推出科普文创IP与原创剧情故事相结合的沉
浸式数字科普活动，吸引青少年等群体参与。

通过探索与实践，协会的工作得到了相
关机构和单位的认可和肯定，被成都市科协
评为先进单位。“九三科普之光”公益讲堂等
5 个社会服务科普品牌获评成都市委统战部

“蓉城星力”创新项目。协会与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

“气候变化与环境可持续性”分论坛，会后收
到了中国科协、成都市科协的感谢信。

协会通过搭建科普资源平台、构建科学
传播通道、汇聚科普名家大咖、生产科普内
容产品，让科普有温度，让科学接地气。未
来，协会将继续为加快推进成都市科普产业

“建圈强链”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科普文化产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成都：扩大科普文化产业“朋友圈”
□□ 蔡 鹏

肺与呼吸、空气热胀冷缩、小孔成
像……11 月 10 日，以“科学启迪智慧，
科技创造未来”为主题的教育帮扶活动
走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希望小学，给
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场科学盛宴。

好奇心诞生出金点子

在“天宫课堂”中，航天员用 2 米的
吸管轻松喝到芒果汁，这样的展示令人记
忆犹新。

活动上，中国航天科普教育专家、“天
宫课堂”设计者苏奇名讲述了太空趣味饮
水项目方案背后的故事。“可以说，太空趣
味饮水项目是我小时候一个馊主意的翻
版。当时的思考为我留下了创意的星星之
火。”

苏奇名解释，孩童时期的他经常看
见老师手持茶杯出入教室，为了能够尝
到茶水的味道，于是他找来一段芦苇当
作吸管，隔着窗户吸水。但由于吸管太
长，一口气儿只能将水吸到半截儿，随后茶
水就流回杯子里了。“这就让我非常好奇，
到底怎么做才能喝到茶水？自此开始，我就
不断地去学习科学知识，看看怎么来实现这

件事。”
苏奇名告诉同学们，好奇心是第一位

的，正因为心中种下了好奇心的种子，他
才有了现在设计“天宫课堂”项目的机会。

《科学西游记》科技范儿十足

科学剧 《科学西游记》 讲述了唐僧师
徒在新时代去往西方“取经”的路上，不
断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领会科
学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真
经”的过程。

沙 僧 研 发 了 威 力 无 穷 的 “ 液 氮 大
炮”、孙悟空带来了新式交通工具“喷气
推进车”、小白龙亮出了降妖伏魔的“火
焰神掌”，猪八戒表演了胸口碎大石和隔
空点灯……科技范儿十足的演出使得现场
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科学课是西柏坡希望小学的学生们特
别期待的一门课。在科学活动“疯狂的鸡

蛋”中，同学们分组展现了自己设计的科
学装置，即如何保护鸡蛋从高楼落下不会
被摔破。“我们选用塑料吸管做成四面体结
构，在没有其他缓冲装置的保护下，鸡蛋
落地后竟然能安然无恙。”设计项目的同学
解释，正是利用了正四面体的稳定性和塑
料吸管较好的伸缩性，才让鸡蛋在外力的
冲击下，能够有效地吸收撞击带来的能量。

西柏坡希望小学三年级学生吴钰萱告
诉记者：“这次科学活动非常有意思，让我
感受到了科学带来的快乐，这更激励了我
们要好好学科学知识。”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科技教育帮扶责
任重大。西柏坡希望小学这堂科学教育课
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对平山县进行科
技教育帮扶的一个生动案例。这场科普活
动不仅为未来乡村科学教育的落地进行了
有效探索，也在这些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
颗科学的种子。

让 老 区 孩 子 尝 到 科 学 的 “ 味 道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两名同学体验用2米长吸管喝饮料。
田皓 摄

11 月 8 日，由世界儿童科幻研究中心主
办的《中国少儿科幻史话》新书研讨会在四
川成都召开，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关于少
儿科幻历史的著作。

简史与理论交相辉映

《中国少儿科幻史话》于今年9月正式出
版，由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运营委员会主席
甘伟康策划，著名科普科幻作家、全球华语
科幻星云奖创始人之一、少儿科幻星云奖创
始人之一董仁威主编。

《中国少儿科幻史话》 全书共分为 3 卷。
第一卷以事件为经、以人物为纬，以泼墨山水
的手法勾勒了中国少儿科幻历史脉络的变迁与
演进；第二卷收录了10篇研究文章，展示了

中国科幻人的世界观和部分思辨成果；第三卷
则呈现了多篇中国当代少儿科幻经典作品赏析
文章，与第一部分简史和第二部分理论探讨交
相辉映，使“史话”内容更加丰满、多彩。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著名儿童文
学研究学者崔昕平认为，该书具有重大史料价
值，是记录中国科幻人创作历程、展示中国少
儿科幻文学作品风采、开创“新科幻，出东
方”中国范式的奠基之作。

打破史书撰写枯燥的“魔咒”

董仁威将新中国少儿科幻发展历史划分为
5个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的阶段：初创期、繁
荣期、沉寂期、复苏期和蓬勃发展期，并梳理
出不同阶段少儿科幻发展的核心特征与重大事

件，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与作品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分析。在纵向梳理的基础上，董仁威
又对少儿科幻进行了横向归纳，提出少儿科幻
的童趣型、文学型、科普型和科学型“四大流
派”，既是对传统的科幻“重文学流派”和

“重科学流派”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软”
“硬”科幻之说的超越。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乔世华
认为，全书从多个维度、不同方面，就当代
少儿科幻的发展形势和成就进行了富有建设
性的回顾、盘点和透视，为少儿科幻建立了
宝贵的历史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摆脱了史书撰
写晦涩枯燥的“魔咒”。乔世华表示，《中国
少儿科幻史话》以“史话”方式有意识避免

了“学究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真实
与鲜活。在娓娓道来的叙说中，少儿科幻历
史变得异常亲近清晰、可触可感，同时又保
证了作品的趣味性、可读性。

为总结中国少儿科幻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
训，主创团队通过亲历者采访，当事人回忆，
出版社、期刊调查，在少儿科幻人的全力支持
下，将史料和一手资料进行了梳理，从而写出
了《中国少儿科幻史话》的第一卷《新中国少
儿科幻简史》。此外，主创团队还通过征集少
儿科幻作家、理论工作者的相关论文，编辑成
了本书的第二卷、第三卷，以《中国少儿科幻
史话》之名共同出版。这部作品引用了许多作
家、编辑、出版社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
少儿科幻人集体创作的佳作。

首 部 中 国 少 儿 科 幻 史 面 世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王文洁

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的文创产品。
（上海科技馆供图）

科普流动
服务车走进乡
村小学。

（图 片 由
四川省成都市
科普文化产业
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