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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教育·智慧

前不久，华为内部网络发布一
个名为 《<基础研究与基础教育是
产业振兴的根本>传播材料征求意
见》，华为准备以企业的名义为基础
教育的振兴摇旗呐喊。

“我们国家百年振兴中国梦的基
础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老师。教
育要瞄准未来。未来社会是一个智
能社会，不是以一般劳动力为中心
的社会，没有文化不能驾驭……我
们要争夺这个机会，就要大规模地
培养人。今天的孩子，就是二三十
年后冲锋的博士、硕士、专家、技
师、技工、现代农民，代表社会为
人类去做出贡献。因此，发展科技
的唯一出路在教育，也只有教育。”
出于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判断，任正

非呼吁发展基础教育、呼吁把基础
教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众所周知，欧美工业强大，强
在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
究，产业就会被架空。航海技术成
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通向世界的航
海时代；蒸汽机成就了英国的工业
革命和日不落帝国。

华为为什么做这么一个 《基础
研究与基础教育是产业振兴的根
本》传播材料？任正非解读：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走在基
础科学进步的大道上的，而基础研
究的根本要靠基础教育。为传递脚
踏实地的精神，倡导着眼长远发
展、营造加大基础研究与基础教育
投入的氛围。”从华为芯片的研究、

5G标准的参与，我们多多少少能掂
量出这几句的份量。

法国拿破仑曾说过：一个国家
只有数学蓬勃的发展，才能展现它
国力的强大。数学是科技创新的一
种资源，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并赋予
人以能力的技术，是开启一切的工
具。任正非认为：“用物理方法来解
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
法的突起。”基于这个认识，华为在
俄罗斯和法国建立了两个数学研究
所，集合了全球不少知名的数学
家。这些数学家帮助华为将无线技
术带向全球一流。华为继续在数学
领域加大投资，用数学的办法来解
决大数据流量的管理问题。从华为
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

步，更是一种探索的力量。
这种力量正是来源于基础教

育。基础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黑土地。
来自蓝血研究认为，教育是为

发展国家经济和全民素质服务，学
校教育不是政治和行政的产物，它
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应该为地方
政府所左右，要尊重学校的主体发
展，要维护教师的教学地位；也不
应该有公办、民办的差异，正式老
师和代课老师的区别。平等是教育
的基本理念，没有学校和教师的平
等，何来孩子们的公平和民主。

任正非表示，未来世界二三十
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
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

第一，石墨烯等的出现，电子

技术将发生换代式的改变；第二，
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
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
变化。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
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再需要；第
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
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
也越来越模糊。

人类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还
无法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

工智能的突破，两极分化会更厉
害，资本雇佣机器人，不再雇佣真
人。这个时代也将不再是凭人口红
利就能取胜的时代，而是后技术时
代。

任正非希望家长们，不一定做
得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
为了孩子，一是陪伴，二是榜样。
孩子是你的全部，但不是学校和教
师的全部，多给予理解与支持。

“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出身高贵也不光荣。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
饿、父母逼着学中度过来的。没有他们在困难中看见光明、指导，并逼迫我们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

基础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黑土地基础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黑土地

体验流动的课堂
——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巡讲希望行（青海站）纪事

□□ 周 武

6月10日，我们中国科普作家
演讲团一行六人从北京飞到西
宁，此行目的是为青海省 25 所中
小学校开展巡回科普报告会。这
是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
办、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海省
青少年科技中心共同承办的 2018
年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科普
报告希望行青海省活动。

大手拉小手，寓意让科学家
和专家们伸出“大手”拉起青少
年的“小手”，唤起青少年热爱科
学、崇尚科学的热情，启发他们
去探索科学的奥秘，满足未成年
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解欲望，
激励他们为国家振兴、为人类进
步、为攀登科学新高峰而奋斗的
精神。

我 们 的 报 告 主 题 有 南 极 圆
梦、从“千里眼、顺风耳”的梦
想到现代手机、神奇的青藏高
原、知识就是健康、火星漫游、
航天放飞中国梦等内容，面向公
众尤其是未成年人普及现代科学
技术前沿知识。

第一站，早上不到7点就出发
赶往青海海南州贵德县河阴寄宿
制学校。一路上穿越积雪的拉脊
山，略有高原反应。

当得知听讲的对象是350多名
五年级学生，我赶紧调整思路，
决定就讲《火星漫游》，并临时找
出一些有关火星的动漫和视频。
为了贴近现实和营造亲近感，我

特意增加了与青海省相关的内
容，比如太空土豆，太空食品藜
麦的营养价值和青海火星基地。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同
学们不仅认真听讲，还积极互
动，一高兴就兴奋地讨论起来。
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及时插播
了一段有关中国火星探测的视
频，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眼
球，我看着孩子们聚精会神的面
孔，倍感欣慰。

第二站，赶到海东州的互助
县第二中学，这所学校出了不少
县里状元。

学校的报告厅内，近500名学
生把过道都填满了。面对这些渴
望的眼神和规矩的高中生，我演
讲 《航天放飞中国梦》，包括前
言、强军梦、飞天梦、强国梦和
寄语五个部分，从原子城讲到火
箭军，从万户飞天到杨利伟，从
海西州的火星基地到中国火星计
划，从空间站到面向中学生征集
方案。中间插播了两段专题片，
最后以祝福语结束。全程一气呵
成。

第三站，两个多小时的路
程，抵达平均海拔3200多米的海
西州州府所在地共和县第一民族
寄宿小学。

我的演讲对象是300多名五年
级藏族学生，年龄大概为 12 岁～
13岁。讲到30分钟时，插播了一
段 《中国火星计划》 的视频，立

马抓住了孩子们的眼球。
多亏提前准备了大量面向小

学生的动画、PPT 和视频。孩子
们活泼好动而又充满求知欲，我
合理控制了节奏，先通过一个

《探索》 的视频让大家安静下来，
然后以提问的方式，启发性地讲
解有关火星的知识，一旦课堂太
热烈了，就转移话题，让同学们
再集中注意力。

讲座到了一个小时后，开始
静思环节，模拟坐在飞船里在太
阳系遨游，最后通过银河系定格
画面，成功地引向思考和探索人
类未来命运。最后 10 分钟，进行
提问环节，孩子们非常踊跃，上
台的学生给了纪念章，还留下了
两本 《太空探索》 杂志，校长表
示要放在图书馆。

第四站，我们到了湟中县。
湟中县是塔尔寺所在地，据当地
负责人介绍，由于距离西宁太
近，大城市的虹吸效应让湟中县
城冷冷清清。

我的目的地是湟中县鲁沙尔
镇的大源学校，这是一所九年制
义务教育学校，听课对象是初一
和初二的学生，有一个男孩说曾
听过石磊老师讲的月球密码。

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和求
知欲，我一气儿做了两个报告。
报告厅很冷，孩子们在冷板凳上
坐了两个多小时。大源学校，美
丽的校园，可爱的孩子们，心中
祝福你们。

第五站，驱车抵达西宁市大
通县东峡民族中学。

当 地 科 协 和 教 育 局 通 力 合
作，现场除了东峡民族中学的初
一学生，还有东峡镇中心小学的

六年级师生，以及东峡镇中心学
校所属6个小学的科学老师。

演 讲 最 后 十 分 钟 是 提 问 环
节，同学们有点害羞，终于有一
个小男孩站起来，问：火箭是怎
么造出来的？随后，一大堆问题
通过小纸条递上来等回答完所有
的问题，都过去半小时了，还有
一个小朋友问：“老师能说说你的
成长经历吗？”

此行为青海省青少年特别是
科普资源匮乏的农牧地区学生，
搭建了一个感悟科学精神、拓展
科学视野的平台，让他们切身感
受到科学与自己不再是那么遥远
……

（作者系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
流中心研究员）

在武侠小说中，轻功高强的武林高手轻功了得，常常
是轻点水面就能“漂”到河对岸，令人羡慕不已。但其实
这种能“水上漂”的绝技，在生活中也能实现。只需要将
厨房中用来勾芡的玉米淀粉，与水按体积比2:1混合起来，
得到的那一坨黏糊糊的液体，就能实现“水上漂”这项独
门轻功。那么为什么我们跳进水里1秒钟就会沉底，而在
玉米浆糊里面却能实现“水上飘”呢？这是因为，玉米浆
糊属于一种“非牛顿流体”。

啥叫非牛顿流体？
早在17世纪，物理学家牛顿对“水“这个最普通的流

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因此这一类物质就被称作“牛顿流
体”。它们的黏度不受各种外力影响，只会因温度影响变得

“越热越稀”。而“非牛顿流体”，顾名思义，就是它们的黏
度会随着不同的状态而改变。

非牛顿流体有什么特性？
这类物质有很明显的特征——吃软不吃硬。比如你将

手慢慢伸进玉米浆糊中，浆糊会直接把手“吞没”，这时的
浆糊就像是液体。但是如果你用力敲打它，它就会突然变
得像固体那样坚固，甚至在上面蹦蹦跳跳也可以。而如果
你把这个浆糊放在手里揉搓，它就会被团成一个球。这种
越搅越稠的“非牛顿流体”我们把它称作是“剪切增稠流
体”。

当然，除了“剪切增稠流体”，还有性质恰好相反的
“剪切稀化流体”——越是搅拌、摩擦，它们的黏度就变得越小。虽然“剪
切稀化流体”这个名字听上去感觉挺非主流，但是却广泛的存在我们身边。
比如餐桌上的番茄酱就是剪切稀化流体，猛地拍打、甩动瓶子，它就会流动
得更快。洗发水、沐浴露之类的东西则是故意被设计成剪切稀化流体的。当
不受力时，它们是很粘稠的状态，这样倒在手上也不容易流走。而在身体上
用力涂抹的时候，又能把它们变稀，很轻松就能涂开。另外，危险的“吃
人”沼泽中的泥浆也是“剪切稀化流体”。所以，当不小心陷入沼泽后不要
用力挣扎，不然就会越沉越快。遇到危险时，我们应该像仰泳那样尽量平躺
在上面，向边缘缓慢滑行，找机会脱身。

我们发现科学，了解科学，利用科学，不仅能让人们的生活日常更加方
便快捷，还能提升生活质量。近期，
辽宁卫视《奇幻科学城》节目邀请到
来自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姜楠教
授，他将带领我们认识这个平常又不
普通的物质——“非牛顿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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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数码设备里，比如相机、播放器里都得使用存
储卡，之所以叫SD，其实是一个缩写，Secure Digital，全名
为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安全数字存储卡。常见的
有邮票大小的标准SD卡，指甲盖大小的micro SD卡（也称
TF卡）等。

很多90后的朋友可能都没听说过“磁带”。磁带是一种
非常流行的磁性存储工具，它由带有可磁化覆料的塑料长条
组成,，通常封装在塑料盒子里，可以记录声音、图像、电脑
数据等。我们这里说的磁带，是指磁带式录放音机使用的录
音磁带，2000年前非常流行，现在要是有一台能够播放的磁
带录音机，绝对是怀旧精品了。下面我们用激光切割机和木
板制作一个磁带形状的SD卡收纳盒。

准备好以下材料和工具：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Laser-
CAD或其他二维设计软件；激光切割机及要加工的2-3mm
板材。

第一步：下载别人家设计的图纸文件。这次要做的怀旧
磁带外形的SD卡收纳盒，就是由4volt设计并上传到Thingi-
verse网站上分享的。

第二步：导入图纸并在激光切割机上加工。将下载的图
纸使用LaserCAD打开，设置好切割的功率和速度，就可以
在激光切割机上进行切割了。作者设计的图纸非常紧凑，一
张A4大小的木板可以加工两套。

第三步：将切割好的木板散件组装成SD卡收纳盒。这
是个考验智商的活。“磁带”收纳盒的左右和上下底面用榫卯
结构插起来，AB两个表面是可以滑动开合的盖子。收纳盒的
中间还有一个小隔断，内部可以放置两排标准SD卡。

好了，现在SD存储卡有地方放了。当然遇到不认识
“磁带”是什么的小伙伴，可以向他们科普一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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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金属可以和较不活泼金
属盐溶液发生置换反应。比如，
金属锌可以与硝酸铅反应置换出
金属铅，金属锌也可以与氯化锡
反应置换出金属锡。

图片是显微镜头下拍摄的置
换反应中生成的金属铅和金属
锡。铅晶体的生长是比较缓慢
的，大部分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金属锡的生长则非常快，
也非常恣意。显微镜下看到的金
属锡，像一片笔直的树叶，闪着
金属的光亮。

与传统摄影一样，显微摄影

也是利用光学成像原理记录影
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显微
摄影能够纵向延伸人们的视野，
在科学家们观察、研究各种围观
结构、生物组织等方面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李聪/文 朱文婷/摄影）
美丽科学和中国化学会供科

普时报专稿

（△金属锌与硝酸铅反应置换出铅）

（△金属锌与氯化锡反应置换出锡）

奇 幻 森 林奇 幻 森 林

共和县第一民族学生向本文作
者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问题：为什
么要把火星改造成地球，而不是阻
止地球成为火星？站在火星上是啥
感觉？我们中国人去火星吗？

科普时报讯 （记者 李苹） 6月24日，中国科技馆一楼报告厅内，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姜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劲硕，清华大
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高云峰三位科学大咖在中国科协和科普中国·科学百科
联手举办的“疯狂理科生”“大家小课”科学讲堂上，向200余名青少年及观
众讲述顶级学霸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天眼”FAST工程成为2018年北京高考题目，你知道“天眼”到
底有多大吗？非常规学霸——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调试组
组长姜鹏把“天眼”比喻成一口锅的话，如果盛满水，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
分到4瓶水。姜鹏用他的亲身体验讲述他的“天眼”之旅。

“我小时候去过无数次北京动物园，每种动物的介绍我都手抄过。”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劲硕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研究生物那些年的“疯狂”
趣事。

物理学是一门充满实验的科学。学好物理学的关键你知道是什么吗？精
确地计算？无穷无尽的公式？不对！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高云峰告诉
现场观众，打开学习物理的正确姿势是需要亲手参与到物理当中！从实验中
总结规律，学习物理知识。用创客精神征服物理学定律！

活动中，中国科技馆科普脱口秀节目《榕哥烙科》主持人赵榕还作为特
邀节目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学霸是批量生产的吗？赵榕用轻松诙谐的语
言告诉听众，虽然并不是人人皆学霸，但是却可以人人都成为学霸！

本次“大家小课”科学讲堂，通过三位科学大咖与青少年面对面的交
流，以线下科学课的形式启发青少年好奇心，培养其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
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让青少年掌握科学方法，领会科学精神。

““大大家小课家小课””讲述顶级学霸故事讲述顶级学霸故事

美丽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