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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咖啡馆

2018年 1月 29日晚，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

海理工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科研院

所的科学家、科普专家，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科技日报、科普时

报、科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的科学传播专家，以及中关

村学区的教育专家们齐聚中国科学

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咖啡馆，共同就

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现状、发展趋

势、困境及应对措施展开了热烈的

研讨。本期主讲嘉宾是“东道

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魏

红祥博士。魏红祥经常利用业余时

间走进中小学，把好玩的科学实

验、有趣的科学知识和前沿的科研

进展带进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

受科学的魅力，触及科学之精神。

在主题报告中，魏红祥以《小学科

学学什么、怎么学？》为题，分享了

自己对小学科学教育的理解、实践

和思考。

科技的未来在中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年。经过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我国

在很多领域已经从“跟跑”逐步到

“并行”，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开始

“领跑”。谈到科技成果与未来，魏

红祥博士难掩兴奋：2018 年 1 月，

为庆祝《物理评论》系列期刊诞生

125周年，美国物理学会制作了125

周年纪念论文集，共收录了49项对

物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其中

包括密立根油滴实验、宇称不守

恒、BCS超导理论、发现引力波等

重大科学成就，多项工作已被诺贝

尔奖和其他重要奖项认可。物理所

研究团队的工作“固体中发现外尔

费米子”榜上有名，这是值得高兴

和令人鼓舞的成绩。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仅

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更有可

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策源地，

中国未来有望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形态的根本变革。

中国的未来靠创新

“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经

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

幅提高，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然而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现代

化建设涉及十几亿人口，面对人

口、资源、环境、国家安全等方面

的挑战，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

以为继，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对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甚至全面

引领发展全局迫在眉睫。

创新的源头在科教

未来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创新能

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

到底是创新人才的竞争。因此如何

更好、更多地培养创新型人才，不

仅关乎教育界，同时也是科技界，

乃至全社会的头等大事。魏红祥谈

道，“从记忆、理解、应用到分析、

评价和创造，创新型人才培养不仅

要重视知识的落实与掌握，更要重

视方法、思想的训练和引导。”

科教的基础在中小学

青少年时期是好奇心和求知欲

最活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启蒙和

引导至关重要。“理想中的中小学科

学课程，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知识点

的传授与掌握，而应该让孩子们更

多地去观察、去体验、去感受。”魏

红祥将他心中构建的教学思路娓娓

道来，“通过观察，经过思考，同学

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提出假设，

自己设计方案，自己找出答案。即

使最后得到的答案是错误的，也比

老师直接告知正确答案要好得多。”

魏红祥认为，“孩子们听懂没有，记

住没有，对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不

科学教育，让孩子心中开出花朵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教育”主题讨论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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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科学教师要关注孩子

们有没有在主动思考，提出自己的

观点，能不能安静下来认真地观

察，敢不敢尝试‘错误’并告诉你

他真正在想的东西。”

上述观点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共

鸣。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

究院田小川告诉大家，在挪威，小

学科学课被称为“种子工程”，他们

会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去“触摸”科

学，然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并引导

他们去发问，而科学家的责任就是

帮助孩子们找到答案。她认为这种

尊重孩子提问的方式值得国内的科

学课借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梁琰

也一直在用他独特的方式去改善现

有的科学课教学模式，他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化学反

应过程美轮美奂地视觉呈现。他希

望能够将神奇而美丽的化学反应过

程融进科学课教学中，让孩子们更

直观地感受化学的神奇与魔幻，从

而喜欢上化学学科，而不是仅仅去

记住各种各样的化学方程式。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每个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藏，有着无

限的可能性。他们有着非同成人的

独特视角和思维，只要在教育中能

够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自主，让他

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接触新鲜

事物，他们回馈给我们的一定将是

更大的惊喜。”《科普时报》总编辑

尹传红对下一代青少年充满了信心。

多元合作，敢于尝试

“孩子的教育，不仅要教会知

识、培养技能，也需培育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念，同时还要兼顾孩子的

未来发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关村学区管理中心王振惠如是

说。小学科学学什么、怎么学、怎

么教，确实都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在科学范畴中，我们不能简单粗暴

地将几门学科杂糅在一起，然后推

到孩子面前，让他们去消化。“正因

为如此，科学教育值得社会各界人

士共同努力！”

中关村第一小学常务副校长商

红领从学校的角度表达了看法。在

他心目中，学校虽然致力于打造最

优质的教育，但这种优质并不是让

学校的孩子成为所有人中最优秀

的，而是让孩子们能够获取一种有

利于自身发展的最好方式。他介绍

说，物理所的科学家走进课堂，就

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科学家和教

育家的碰撞与合作，为科学教育注

入了新的活力。

魏红祥借此话题告诉大家，每

位嘉宾手中的《外星来信》就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在这本书的创作

中，不仅科学家和学校老师都参与

其中，甚至学校的孩子们都加入了

故事的创作过程。我们把小学科学

新课标中三、四年级的知识点试着

融入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科幻故事

中，让同学们看故事学科学。很快

我们会把故事录制成广播剧，让同

学们听故事学科学，今后物理所还

将与学校一道，鼓励同学们利用自

己掌握的知识为剧中的主人公排忧解

难，与此同时发现问题，寻找解决

方案，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争取达到写故事学科学的理想境界。

大家热烈的讨论产生的不仅是

碰撞，还有共鸣和感动。在场嘉宾

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多种多样，无一

不是以孩子的视角看问题、谈感

受。因为科学教育，大家凝聚在一

起，打破了不同专业和职业之间的

壁垒，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全新的科

学城堡。对于科学教育，或许这就

是一种进步和前进的方向。

活动最后，科技部政策法规与

监督司邱成利处长呼吁大家联动合

作，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学生对科

学的兴趣和需求，为青少年提供更

加宽松、更加科学的教育氛围，帮

助他们将来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竞

技。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周德进

局长对与会嘉宾提出的建议连声称

赞，他认为，作为国家的科技战略

孩子们在中科院物理所公众开放日实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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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国科学院不仅承担着科技

创新、科技突破的使命，同时对于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培养更多

的科学公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科院在科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也正在进行着很多卓有成效

的尝试，他特别希望社会各界都能

像今天参加“科学咖啡馆”活动的

嘉宾一样理性地坐而论道，共同研

究、积极探讨，把科教工作科学

化。他还鼓励大家放手去做，大胆

去试，既要让科学家“走进去”，

又能让孩子们“走出来”，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为创新人才的培养

贡献各自的力量。

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

朵”，科学教育则是滋养其生长的

养料。期待科学之光，伴随着阳

光、雨露和拂面的春风，在孩子们

心上开出美丽的花朵。

（供稿：成 蒙 李 淼 魏红祥)

主题报告现场

订阅《物理》得好礼
——超值回馈《岁月留痕

— < 物理 > 四十年集萃》

读者和编者

为 答 谢

广大读者长

期以来的关

爱 和 支 持 ，

《物理》编辑

部特推出优惠订阅活动：向编辑部连续订阅 2 年《物

理》杂志，将获赠《岁月留痕—<物理>四十年集萃》

一本。该书收录了 1972 年到 2012 年《物理》发表的 40

篇文章，476页精美印刷，定价 68元，值得收藏。

希望读者们爱上《物理》！

订阅方式(编辑部直接订阅优惠价 180元/年)

(1) 邮局汇款

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三街8号中科院物理所，100190

收款人姓名：《物理》编辑部

(2) 银行汇款

开户行：农行北京科院南路支行

户 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帐 号：11250101040005699

(请注明《物理》编辑部)

咨询电话：010-82649266；82649277

Email： physics@iphy.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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