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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科学中心坐落于首
都堪培拉美丽的伯利格里芬湖畔 （图
1），它自1988年正式落成开放时，就
带有浓郁的学院派色彩，其创始人和
首任馆长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物理
学教授迈克尔·戈尔，现任馆长是曾在
格拉斯哥大学科学传播专业执教25年
之久的格拉汉姆·杜兰特教授。

基于这样的背景，澳大利亚国家科
学中心历来重视用理论指导实践，他们
与高校创建了众多合作项目，其中最著
名的就是与壳牌公司及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联合发起的“科学马戏团”，该项目的
运营为双方培养了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
科学传播人才。

“科学马戏团”项目其实早在1985
年就启动了，当时迈克尔·戈尔教授带
着部分展品到澳大利亚其他城市进行展
出。 如今，这个团已走遍了澳大利亚每
一个角落，它不仅成为澳大利亚，也是
世界上运作时间最长，行程距离最远的
科学中心外展服务项目，其表现形式与
我国科普大篷车相似，主要通过车载运
输方式将小型展品和科普器材运到全国
各地进行展出和互动。

巡演团队一般有 15 名工作人员，
其中10 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读的
硕士研究生，其余 5 人为馆方的项目
经理、协调员和司机等。10 名学生承
担了布展、展示、讲解、表演等主要
工作，通常在巡展中分为 5 个演出小
组，每 2 人一组。马戏团每到一个地
区，选择该地区的中心位置作为基
地，然后分小组到附近不同学校开展
科学传播活动（图2）。

参与项目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他们经过严格筛选，需获得正规大学
或者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工程或技
术方面学士学位，并且具备一定的讲
解、表演、演示等相关经验和技能，
所以他们申请时除书面材料外，还需
要提交一段自己进行科学表演的短视
频。一旦被“科学马戏团”项目录
用，他们能在一年内以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科学传播专业学生的身份参与该
项目实践，并在期满后获得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

学生们一年中有半年在堪培拉完
成课程学习，另半年随科学马戏团巡
展。他们所学课程涵盖了公众科学传
播、展览设计、科学与公共政策、媒
体中的科学、科学传播策略等内容，
还需要自己撰写讲解词和表演脚本并
进行成果展示，同时还要充分了解巡展的全部操作与活动协调
流程。每年老生毕业新生接替，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参与工作
学生的总数保持稳定，也因每年换人而让他们对工作抱有极高
热情和积极性。

30多年来，“科学马戏团”造访城镇超过500个，其中包括
90多个原住民社区，每5年可覆盖一次澳大利亚全境；开展了
15000多次科学秀表演，举行的职业提升培训班让5000多名科学
教师受益，激起了众多孩子们的科学热情。

该项目的成功经验也让其他国家有所借鉴，他们受邀走出
澳大利亚，积极与南太平洋群岛、东帝汶、印度、泰国、韩
国、中国、阿布扎比、越南、日本，以及南部非洲的科学教育
科学传播同行们交流分享，澳大利亚政府已将“科学马戏团”
视为重要外交项目，而多位曾在马戏团锻炼过的团员，如今也
独当一面，在缅甸、泰国、韩国、蒙古、文莱等国实施了许多
科学传播项目。

“理论联系实践”，做起来远比说起来难，澳大利亚国家科
学中心与国立大学坚持了30年，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不但摸索
出行之有效的人才培
养模式，也促进了全
球科学传播人才培养
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技
馆科研管理部工程师）

澳
大
利
亚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懂
理
论
有
实
践
的
﹃
科
学
马
戏
团
﹄

□□

苑

楠

图1：澳大
利亚国家科学
中心建筑外观。

图 2：“科
学马戏团”到
校活动互动现
场。

“这就是梼杌!”、“快看，是狴犴！”
“找到刑天啦!”隐没在灌木丛中形态各
异、形象生动的《山海经》里的巨石雕
像，跃入了同学们的眼帘，鱼贯而行的
队伍中发出了惊喜的欢呼声。10月22
日，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开启了同
学们期盼已久的“山海经秘境花园”之
旅。据了解，这只是该校开展校本课程
中“走近山海经”系列内容之一。

为了响应“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号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依托中科
院丰厚的科技教育资源，与中国科学院
地理所的专家们一起研发了富有中科附
特色的“美丽中国”校本系列课程，这
一课程群属于中科附“科教融合 2.0
版”课程体系中的“院所课程”。

中科院附属实验学校南沙滩校区是
本次校本课程实施的主阵地。为了让这
一校本课程的实施更具科学性、丰富性
和创新性，学校领导多次与地理所专家
沟通，确定了“走近山海经”“奇妙的
水循环”“美丽中国，美妙地理”三个
主题学习内容。目前，该校本课程的第
一阶段“走近山海经”系列内容已经圆
满完成。

第一讲：初识山海经
围绕整本书阅读，中国科学院附属

实验学校四年级全体同学在暑假期间初

读了古典名著 《山海经》，这部集地
理、历史、民俗、农业、人类学、地质
学、医药等各领域知识为一体，包罗万
象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进入了同学们的视野。10月8
日，“走近《山海经》”第一课在四年
级各班开讲。

在分享了《山海经》的阅读感受，介
绍书中奇人异兽的故事，了解了与《山海
经》相关的动漫、电影，以及华为公司几
乎将《山海经》中所有神人异兽的名字都
注册下来做商标的真实案例后，孩子们对
这部中国古典神话更加着迷了。

第二讲：《山海经》中的精神图腾
“山里那400多尊用山石雕刻而成

的山海经神兽，就是大山的守护神”。
因为《山海经》，学校结缘了北京佛西
亚应用生态工程学研究所所长郑柏岩博
士。2004年，郑柏岩放弃了在国外的
优越生活，来到北京密云县黄家山麻子
峪承包了一座山头做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一干就是15年。她先后在那片原
本是废弃采石场的荒山秃岭里投入了近
8000万元，改善土壤、播种树种、涵
养生态，并把一块块遗落山间的巨大山
石雕刻成《山海经》中的各种图腾形
象。这样的真实案例自然是“走近山海
经”课程的最佳学习内容。

10月15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领导的引荐下，郑柏岩为同学们带
来了一场题为《领略从上古时代走来的
神仙们》的讲座。带领同学们了解了密
云县黄家山的“前世今生”，分享了她

当初对大自然生物多样性遭破坏情况的
担忧，以及她在黄家山进行艰难的生态
修复过程中的点滴感受。同学们看着眼
前的这位平易近人的郑奶奶，内心充满
了崇敬。

第三讲：“山海经秘境花园”研学
之旅

10月22日，同学们期待的“山海
经秘境花园”之旅启程，在老师和家
长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密云大麻子
峪黄家山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上山
前，郑柏岩作了《生物多样性》的讲
座，生动有趣地讲解了叶绿素等植物
学知识，同学们不仅了解了珍贵花种
的生长知识，还认识到保护密云水库
的重要意义。

同学们登上崎岖山路，触摸着隐
藏在大山深处的古老图腾。山路两旁
的巨石雕像栩栩如生，如同一个个上
古时代的神兽，穿越了近万年的历史
长河，在向同学们发出问候。

在交流“走近山海经”主题课程的
班会上，同学们通过演讲、表演、英文
解说等不同形式，分享了自己在活动中
的收获和感悟。看得出，一颗颗绿色
的、科学的、嵌着中华文化基因的种子
已经种进孩子们的心田，同学们在青山
绿水间，用心观察，用脚步丈量，用情
怀感悟，得到了比在课堂上更为丰富的
收获。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教育发展
处供稿）

探 索 山 海 之 谜
触 摸 美 丽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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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EduTECH Asia 新
加坡亚太教育科技展”在新加坡
新达城会议中心如期展开。

本次新加坡亚太教育科技展
打造了一个能够一起学习、激发
灵感、思想交流的大平台。通过
优秀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展示教
育领域备受瞩目的革新技术，让
亚太区域教育机构领导者与教育
工作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推进亚
太地区21世纪科技教育发展。

寓 乐 湾 作 为 STEAM 科 技 创
新教育企业代表亮相本次大会，
携 人 工 智 能 系 列 及 多 款 STEAM
教 育 产 品 亮 相 本 次 大 会 展 示 环
节。寓乐湾人工智能产品受到了

极大关注，来自新加坡、马来西
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
度等国的教育行业合作伙伴前来
参观，更有不少来宾在展会现场
大 批 量 订 购 寓 乐 湾 人 工 智 能 套
装。

此外，现场还迎来了各国校
长团的到来，在参观并体验寓乐
湾 人 工 智 能 产 品 及 课 程 的 应 用
后，对寓乐湾的产品及课程表示
了充分的肯定，纷纷表达了与寓
乐湾进行长期合作的意愿，希望
将优质的产品及课程带到自己的
国 家 ， 让 更 多 学 生 可 以 享 受 前
沿、专业的科技创新教育。

此次大会上，寓乐湾作为新

东方坐标学院学员企业受邀参与
了 “ 东 方 新 视 野 ” 主 题 论 坛 活
动 ， 寓 乐 湾 副 总 裁 陈 彪 发 表 了

“YLW STEAM Education for
More Children”主题演讲，为现
场来宾分享了寓乐湾 7 年来，在
STEAM 教育领域的发展及所取得
的成就，对近些年幼儿科技教育所
经历过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回顾，以
及 对 STEAM 教 育 产 品 及 教 学 理
念。与会嘉宾就青少年科技创新教
育这一话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对
于未来教育发展表达了各自的见解
与期望。

据悉，北京寓乐世界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寓乐湾） 作为教育

部“未来学习”和 STEM 教育领
域的课题研究单位，目前已面向
7000 多所中小学、为 300 多万中
小学生提供课内及课外的创客教
学及产品服务。

寓 乐 湾 亮 相 新 加 坡 亚 太 教 育 科 技 展
□□ 沈 磊

11月7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北京润露新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执行“畅游在科学教育馆的海洋里”的公益活动中，北京丰
台五小的学生们参观了北京科学中心。

北京科学中心共有五层，分为三个主题展区——生命展厅、生活
展厅、生存展厅。 中心通过主题化的设计，引导大家科学审视生命的
价值、追求生活的品质、思考生态的和谐。

生命是人类永恒的旋律，是一切生物存在、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如
何展示生命诞生、形成、发展过程中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知变化的关系，
以及科技在生命健康领域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生命展厅诠释的内容。 在生
命展厅，同学们了解到一系列与生命健康相关的知识——“进化的故事”

“神秘的癌细胞”“红细胞的旅行”“瘦不等于健康”等等。
围绕与百姓密切相关的便捷出行、衣食起居、健康生活、智慧生活

等内容展开，传播“科学改善生活，科技引领未来”的理念，将科学发展
过程中的像素碎片凝聚，通过这些身边的科技，使大家感受到科技创新带
给生活的精彩。在生活展厅，学生们学习到“吃的学问”“轮子的秘密”

“飞机知多少”“未来我们会被机器人主宰吗”“技术的创新”等相关知
识，并且通过互动的形式，了解到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

围绕人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讲述生存现状，探索人与自然
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强化生存环境改善的紧迫感，探讨可持续性
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生存展厅，学生们学习了 “能源宝藏”“拯救家园”

“追梦太空”“水有多珍贵”“代号杀手PM2.5”等知识，了解到了当今世
界普遍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应对办法，也了解到当前社会大的发展方向。

经过一天的参观与学习，学生们每张小脸上都充满着学习科学知
识的喜悦。全新的科学探索体验，使学生们感受到科学的妙趣横生，
拉近了与科学的距离，埋下了科学的种子，点燃了科学的梦想！

在新加
坡亚太教育
科技展上，
小朋友看到
了寓乐湾的

“小图机器
人”，表示
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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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飞 梦 想 展 示 才 华 享 受 成 长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科学阅读课程初见成效

□□ 曹勇军

从第六届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
大赛组委会官网传来喜讯，在刚刚结束
的全国科普科幻大赛决赛中，南京市第
十三中学取得了优异成绩：随可馨、肖
鎏璐两位同学获得国家级一等奖，胡浩
喆、陈宇轩、叶滋、卞艺杰、王月阳、
倪匡元六位同学获得国家级二等奖，沙
士宸、李云朗、吕悦琳、束心茹四位同
学获得国家级三等奖。获奖总人数和层
次位列南京市和江苏省各参赛学校之
首。其中一等奖获得者、高三 （1） 班
随可馨同学，应大赛组委会邀请，代表
江苏省全体参赛同学赴京参加颁奖典
礼，从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手中接过奖
状，站在领奖台上，享受成长的快乐。

目前，高中生阅读往往局限于人文
类阅读，而忽略科学类阅读，因而无法
助力公民必备的科学素养和创新品质的
培养。针对这一结构性的先天缺失，南
京十三中江苏省语文学习课程基地近年
来初步构建“科学阅读课程”：从科普
和科幻作品阅读入手，以“读”“写”

“演”“思”为4大课程支点，探索科学
阅读的理念、路径和策略，追求学生人
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以实现

“全人”“培根”“树魂”的课程价值。
语文课程基地为同学们开列阅读推

荐书目，每月推荐一本科普科幻类好
书；成立了星航科幻社（有成员160多
人），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科幻读写活
动；开设了“科普科幻阅读和写作”校
本课程（每期40人），为热爱科普科幻
的同学提供个性化的课程；还通过科普
科幻作家进校园、开设科普科幻讲座、

举办科幻作品夜读沙龙、出版学生自办
的科普科幻杂志《朝闻道》等一系列富
有创意的、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课程形
式，掀起了校园科普科幻读写的高潮，
奠定了同学们热爱科学、文理渗透、学
会创造、全面发展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追
求。

本次大赛获奖同学多数为校科幻社
骨干，或科普科幻读写校本课程的积极
分子，展示了南京十三中科普科幻读写
课程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反映了校语
文课程基地课程建设的新追求。

南京十三中语文基地把本次科普科

幻大赛作为提高学生科普科幻写作能
力，放飞想象、展示才华的重要机遇。
从初赛开始，多次举办辅导讲座，有针
对性地为学生提供课程支持，帮助学生
切实提高科普科幻的写作能力和素养。

大赛结束以后，获奖同学谈及这次
参赛的体会，感觉在科普科幻写作上收
获多多，不断成长。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
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著名读书推广人）

作为本届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国家一等奖的获奖选手，且有幸代表学校乃至江苏
省前往北京参加颁奖典礼，我感到十分荣幸。在现场，我见到了刘慈欣、何夕、王
晋康、陈楸帆老师等众多科普科幻届大咖，我又紧张又激动。当从刘慈欣老师手上
接过奖状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份奖的深远意义。我觉得，科普科幻作文大赛是一
个将理科与文科、实用与想象结合起来的非常好的平台。在这里，理科大佬们可以
运用他们所了解的科学理论知识，进行科普创作，而文科萌新们则可以通过发散性
的思维，描绘幻想中的世界。科普科幻作文大赛是促进现代高中生文理多方发展的
动力源。 （随可馨）

科教融合

无论是科普，还是科幻，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对科学的热爱与思考是重要的。
这种思考可以把人带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这里一切疯狂幻想都不荒唐，一切
看似不可思议都有迹可循，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抓住其中的规律，这种能力才是
我们所需要的。我想，这也是大赛命题的初衷吧。无论科普还是科幻，说白了都是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科普负责了解事件的前世今生，科幻负责合理构想未来的道
路及其原因。将科普和科幻放在一起的比赛，才是真正能培养学生能力的比赛。我
们既要脚踏实地、认真严谨，也要天马行空、驰骋想象。 （胡浩喆）

促进文理多方发展的动力源

对科学的热爱与思考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