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 兰 科 学 中 心 （HEUREKA）
位于距首都赫尔辛基约20公里的万
塔市市中心，毗邻凯拉瓦河和全国
最繁忙通勤铁路——新铁路环线
（图 1）。一座圆拱桥和一座拉索桥
横跨凯拉瓦河，把观众送到中心的
同时，也让他们还没进门就感受到
了科技的趣味。

该中心于 1989 年向公众开放，
其主体建筑的面积仅为 8200 平方
米，所有员工和志愿者加起来也只
有 146 人，如今却已发展为芬兰最
受欢迎的科学中心之一，每年服务
30万观众。

它的常设展览包括 200 多件展
品，有多个主题展区。在经典展
区，观众可以体验到锥体上滚、声
聚焦、双曲线槽等备受欢迎、经久
不衰的展品。在“地球上的科学”

“关于硬币的一切”“肠道里的风”
“智慧城市”等主题展区，则可学
习到关于地球上的自然现象、硬币
制造、肠道结构和城市智能技术等
领域的知识。除了常设展览，中心
还不定期推出临时展览，更好地满
足观众参观需求。

不论是常设展览还是临时展
览，笔者认为 HEUREKA 展览最突

出的特点是创意。那些脑洞大开的
构思与设计，常常让人惊叹不已。

比如，2012年2月18日至2013
年 2 月 3 日，芬兰科学中心向公众
开放了一个名为“KLIMA X”的
展览，就深受好评。该展览聚焦气
候变化主题，以沉浸式、情感式体
验让观众对其留下深刻印象。在本
展览中，观众的参观之旅从“换
鞋”开始。在正式进入展区前，每
一位观众都会根据标识的指示进入
一个通道，并在通道前，按要求换
上橡胶雨靴。这一要求激发了观众
强烈的好奇心，让他们带着问号进
入展区。

在穿过通道后，观众就能找到
问 题 的 答 案——“KLIMA X” 展
览。近 400 平方米的展区地板都被

“浸泡”在 25 厘米高的水中 （图
2），他们必须在水中行走才能完成
参观。而展区正中放着一块巨大的
冰块 （图 3），正在室温下慢慢融
化，配以沉闷的雷声和人造雨滴，
使进入展区的人们仿佛置身于全球
变暖后海平面上升的灾变中，并带
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其沉浸感甚
至超过了目前火爆的虚拟现实技
术。

除了这种沉浸式剧场的设计，
芬兰科学中心还在展览中引入了一
支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动物明星表演
团队——10 只投篮鼠。这些老鼠经
过训练后可以拿着特制的小球投向
一个小篮筐 （图4），它们的投篮表
演是整个场馆内最吸睛之处，每年
能吸引超过 5.4 万名观众观看。当
老鼠投篮时，一位辅导员会向观众
解释它们的受训及生活情况，并在
其中穿插动物学相关知识。

在芬兰这个重视动物权利的国
家，为了让观众可以放心地欣赏表
演，中心还特意在官网站上温馨提
示，所有老鼠的训练都是在动物培

训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并且整个受
训过程都不会采用强迫或惩罚的方
式进行，而是通过食物奖励和声音
信号来强化训练成果。老鼠们也是
自愿表演，它们在演示过程中可以
随时停下或离开，而每完成一次投
篮，就可以获得一块可口的食物奖
励。

不表演时，老鼠们就住在专门
为它们设计的有窗房间中，观众可
通过房间外的玻璃观察它们的日常
起居。晚上老鼠会在大笼子里过
夜，每天还有工作人员专门为它们
打扫卫生。

可以说，投篮鼠们在这里生活

得相当滋润了。为了延续观众体
验，辅导员还在网上开通了博客，
为大家讲述老鼠们的“八卦”日
常，比如怎么训练老鼠得分，谁是
馆内最耀眼的篮球明星，比赛后它
们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等有趣的故
事，这将很多观众，尤其小朋友发
展成了投篮鼠的粉丝，加深了他们
和芬兰科学中心的联系。

所以在 HEUREKA 参观，完全
不用担心会觉得无聊，它用一个个
令人意想不到的创意，让观众在不
经意间收获一个又一个惊喜。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
部副主任）

从西安到敦煌，全程近 1700 公
里。沿着G30国道，顺着河西走廊，
同学们欣赏了边塞绿洲和一望无际的
沙漠等异域的自然景观。在所有的自
然景色中，独具特色的张掖丹霞地貌
给同学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震撼。

前往丹霞地貌的当天早晨，天空
中云朵挡住了朝霞，这对于野外观测
丹霞景色非常不利。即使如此，同学
们还是被眼前这前所未见的神奇景色
所吸引。亿万年前沉积的地层翘起，
裸露出色彩斑斓的层序。这些地层颜
色不一，有的深红，有的黄绿，有的
发灰，一层一层叠在一起，就像天边
的彩虹一样。

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
地层基本上是平行排列。刘青松教授
告诉大家，当初沉积的时候，水环境
比较平静。但是全球气候却呈周期性
变化，这就造成了沉积物的来源以及
水底环境的改变，最终造成沉积物的
染色矿物种类发生变化，从而使地层
的颜色也随之变化。

同学们茅塞顿开：原来这种颜色
变化居然代表着地球在漫长的历史中
环境的变迁。对于人类来说，这里面
每一小层所经历的时间都可能远远超
过人类的文明历史。在自然面前，同
学们不禁生发出了对自然的敬畏。

同学们随之提出了第二个困惑
——地层为什么会翘起？

眼前这个地层是典型的向斜构
造，这是通过挤压过程形成的。刘教
授接着向大家介绍这一过程的由来。
原来，张掖这个地方处于青藏高原的
东北缘，受到印度板块的碰撞挤压，
青藏高原在新生代以来慢慢隆起。这
种挤压力也会传播到这个地区，造成

这个地区地层变形，形成褶皱。大家
通过罗盘测量这个向斜的走向，就会
发现其轴向为东南-西北方向，这就
说明当时的构造应力应该是西南-东
北方向，这和当时印度板块与欧亚板
块相撞密切相关。

关于丹霞地层颜色的变化，同学
们刨根问底：到底是什么样的矿物变
化造成的呢？

刘教授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带领大家在路边采集一些颜色不同
的零散样品，带回实验室，希望同学们
可以通过实验数据来发现地层颜色变化
的规律。

行程结束，同学们带着好奇的心情
来到刘青松教授的专业实验室——海洋
磁学中心。这个中心主要用磁学方法来
研究地球的演化历史和矿产资源分布。

沉积物中含有不少的磁性矿物，
它们种类不同，颜色也不同。在实验
室，同学们首先学会样品预处理。通
过研磨，把样品变成均匀的粉末，然
后装在样品盒里进行后续测量。

刘教授给同学们介绍了两种方
法。第一种叫做漫反射光谱法。这种
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测量出样品中到底
含有多少赤铁矿。赤铁矿就是我们平
时所见的红色铁锈，纳米级别赤铁矿
的染色能力非常强，样品中赤铁矿含
量不同，就会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红
色。第二种方法就是测量样品的磁化
率，一般情况下，磁化率越高就表示
样品中含有的强磁性矿物（比如磁铁
矿）就越高。

通过测量，同学们发现了一个非
常神奇的现象。在科学仪器面前，样
品中的染色矿物变化一览无余。通过
对比，同学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
红色样品中赤铁矿含量非常高，而发
灰的样品，赤铁矿含量就比较低。同
时，颜色越红，样品的磁化率也高，
这说明赤铁矿和磁铁矿可能是同时产
生的。

探 寻 七 彩 丹 霞 颜 色 的 由 来
□□ 游学团

图 1：张掖丹霞地层。这是典型的向斜地形，其轴
向为西北-东南方向。

图 2：样品的磁化率和赤铁矿含量相关图。样品的
颜色随着赤铁矿含量增加逐渐从灰色变成红色。红虚线
下面的区间是典型海洋沉积物样品区。

图3：同学们在实验室制备样品。

栏目主持人：齐欣

图1：芬兰科学中心外景。
图 2：“KLIMA X”的展览

环境，图中那条醒目的红色曲线
代表着全球不断升高的气温。

图 3：“KLIMA X”展览中
正在慢慢融化的大冰块。

图 4：HEUREKA 的投篮明
星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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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身为教
师，教给学生怎样思考和学习的能力，才
能让孩子们获得一生的成功。以下用《天
鹅的故事》一课阐述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通
过活动为课堂教学带来的优势。

首先，通过活动激发兴趣，自主学
习。《天鹅的故事》这篇课文中，作者描述
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的感
召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故事，表现了
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本篇课
文对于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并不难。关键
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学生投入到自主学
习中去，并通过什么形式的活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其次，通过活动合作探究，高效学
习。过大的压力是阻碍有效学习的主要因
素。而制定学习目标这一方式，是站在学
生角度去思考学习目标，让学生能够在一
个轻松且充满情趣的学习环境中达成学习
目标。

本节课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
习方式，着力使用音乐、思维导图、冥想
等教学手段和策略，使学生在轻松、愉悦
的环境中高效地学习。因此我将学习目标
设定为：通过小组研讨故事内容、多种形
式展示天鹅精神、为天鹅们写颁奖词等方
式，学生们依托语言文字进行自主合作学
习，感受天鹅的勇敢和团结，体会作者对
天鹅的喜爱。

第三，通过活动建立规则，轻松学
习。我将课堂的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则制定
为以下几个环节：

活动一：感动老人
教师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轻松、

充满趣味的自主学习环境，并为学生创设
团队合作的课堂氛围，这样学生才能以自
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融入课堂。因此第
一个活动设定为：围绕“在这个故事中，
究竟是什么感动了老人？”展开小组合作学
习，并将感动理由说清楚。在学生了解活
动要求后，出示活动规则，带着规则进行
自主学习。

在明确活动要求和活动规则后，学生
根据课前预习中制作的思维导图再次回顾
自己的自学成果，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在
充分讨论后进行集体交流。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制作的思维导图既是孩子知识的前测，
也是锻炼思维和逻辑能力的预习形式。

活动二：感动你我
让学生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表现课文

中最打动自己的场景，可以选择读、画、演等各种形式，
但必须小组合作完成。小组选定形式练习后进行班级展
示。在初始活动规则后学生们进行不同形式的尝试。

这一环节中学生通过读、画、演等各种形式主动学
习，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营造了开放而又有活力的课
堂，并且在活动中鼓励并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评
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每个学生都能够主动快乐地发
展。

活动三：感动身边
这一环节中我选择创设一个贴近学生的活动，从生活

入手，依托感动中国栏目，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先介绍
这个栏目的颁奖词是最至关重要的，再激励学生长大后试
着挑战一下这个栏目组的编辑人员，以此带动学生为天鹅
写一段颁奖词。同时在黑板上贴一张主题为“最感动我们
的动物故事”海报，看谁能把自己的颁奖词展示在上面。

这个活动不仅让学生能够再次体悟天鹅的精神，也以
一种活泼的方式让学生进行动笔练习，把学生引入“愿学-
活学-乐学-会学”的境界，使得学生的学习变得充满了乐
趣与动力。
（作者系北京市密云
区季庄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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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熟悉这么一个故事：2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脱口喊出“HEUREKA（我发现
了）”。这个词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于是芬兰科学中心就以它为爱称，希望观众也能在这里体验科学发现的乐趣。

2019年暑期，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开启了丝绸之路游学之旅。同学们从深
圳启程，以西安为第一站，沿着丝绸之路，在崇山峻岭与隔壁荒漠间追寻着古人的足迹与文化遗迹。

芬 兰 科 学 中 心芬 兰 科 学 中 心 ：： 脑 洞 大 开脑 洞 大 开 创 意 无 限创 意 无 限
□□ 蔡文东蔡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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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腔调以
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
国戏曲三鼎甲“榜首”。

电视剧、流行音乐等新的娱乐形式不断出现，使
大众的娱乐方式有了多种选择。京剧场大多难留下
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认为京剧节奏太慢，不如听
流行歌过瘾。

如何让年轻人也喜欢或关注京剧，让京剧文化走
进年轻人群？来自上周的消息：为满足年轻人的娱
乐需求，助力京剧这一国粹的数字化与大众化，共
同创造更大更优质的文化价值，国家京剧院和新媒
体正尝试携手创新。通过合作，在延续历史文脉中
当好“薪火传人”，在打造文艺精品中讲好“中国故
事”，在推进多样文化共融中放大“最美效应”。

12 月 5 日，国家京剧院联合腾讯在剧院畅和园举
办了一场跨界新文创体验活动。在现场，由国家京
剧院指导设计，腾讯游戏旗下 《QQ 飞车手游》 的

“惊鸿”赛车正式亮相，为众多年轻人展示了京剧的
别样艺术魅力，并与到场观众互动。国家京剧院与
腾讯在现场还就今后的合作达成一系列的战略共识。

国家京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宋晨表示，传承京剧
艺术、弘扬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是从事京剧艺术
者不变的初心与使命。要把京剧艺术传播更广，必须
要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加
强文化创新，使更多青年人关注并喜爱京剧艺术。如
今联合腾讯推出数字化的京剧形象“惊鸿”赛车，也
是京剧院为青年人推广京剧艺术的一项举措。

腾讯互动娱乐市场总监张雅缇女士认为，不断丰
富玩法，带给玩家多样化的崭新游戏体验，是飞车
团队保持吸引力的一个法宝。选择与国家京剧院合
作推出“惊鸿”赛车，就是业界罕见的跨界京剧的
一次合作。“惊鸿”赛车，由国家京剧院与游戏项目
组仔细沟通每一个细节，反复打磨，整整花费 3 个月
的时间设计完成，把京剧与游戏赛车进行了一场深
度融合。国家京剧院联手腾讯将京剧知识与艺术潜
移默化地融入到了年轻人的欢声笑语中，既普及和

弘扬了国粹艺术，也让游戏玩家近距离感受到了传
统戏曲艺术的韵味，从而更加了解京剧，进而爱上
京剧。

当今，各大传统文化跨界合作早已屡见不鲜，但
京剧为何会选择联手腾讯？其实可以从国家京剧院
提出的“京剧近青年”战略中看出答案。文创与传
统文化的结合，既给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也使传统文化以多元化方式示人。

有专家表示 ，国粹的传播和继承，需要借助新
的技术方式。京剧艺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要给年轻人创造更多
接触京剧的机会，让更多的观众和年轻人走进剧场。
京剧联手腾讯推出精雕细琢的京剧主题赛车，无疑是
一项应肯定的创新，是 “新文创”的战略模式之一。
无论是京剧元素融入游戏，还是游戏展现京剧特色与
魅力，都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相信在不久，人们有机
会看到更多像 《QQ 飞车手游》 这样，在现有 IP 基础
上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

（作者系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
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科技手段，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娱乐方式。
在中国，国粹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遗产。其中，

誉满中外的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

观 天 下
（选自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

科学漫画精品集》）

11 22 33 44

起飞 胡延亭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学校
2019暑期丝绸之路游学团成员：

科学老师：孙志业、王文博
语文指导老师：于畅
专家组：刘青松、暴生君
领队：黄启华、黄启茹
成员：杨蕙瑛，熊少宇，王嘉奥，刘嘉凡，

龙俊宇，吴乐儿，杨子骁，刘笑然，周星宏，张
颢龄，谈简博，张辰益，叶知行，余沄鲲。

游学感受

杨子骁同学杨子骁同学：：在这个暑假，我和同学及老
师们来到了七彩丹霞去采集矿物样本。回到深圳
后，在刘教授的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系海洋磁
学中心，我们测试了样品，非常棒的科学体验，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试一试， 我相信我会做
得更好！

杨蕙瑛同学杨蕙瑛同学：：刘青松教授带我们认
识了七彩丹霞的地形和形成。在七彩丹
霞大家采集了不同颜色的样本。在刘教

授的实验室，我们首先把采集回来的石
头样本研磨成粉，用密封袋装好放在样
品盒里进行测量。通过在实验室的体验
过程，我们体会到科学既神秘，又富有
瑰丽色彩。做过这些实验后，我更加了
解科学，热爱科学。

熊少宇同学熊少宇同学：：美丽的七彩丹霞山，它们
是怎样形成的啊？我们迫不及待的去探究，
感谢刘教授给我们讲解并让我们进行测量样
品的实验，这样的体验让我更热爱科学，我
觉得科学家们太不容易了。

刘嘉凡同学刘嘉凡同学：：游学结束后，我与我的小
伙伴们来到了海洋磁学中心测样品。我们打磨
土壤样品，装到样品盒子里，然后放进仪器里
里面，等了一会就能看到一条绿绿的线一直往
上爬，又下落。测完之后，我知道我的样品里
有赤铁矿，我还知道丹霞的每一种颜色都对应
着不同的矿物，科学真奇妙。

刘笑然同学刘笑然同学：： 太喜欢测量样品了，自
己动手测量，并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希望以
后多有这样的机会。

借 助 新 技 术 传 递 国借 助 新 技 术 传 递 国 粹 之 美粹 之 美
□□ 王王 谨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