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扑克牌真的不会掉下

来。”5 月 29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走进藕塘小学实验室，旁

听了一堂六年级二班的科学课。

陈 勇 给 学 生 们“ 变 魔

术”——他把一个普通的杯子

装满水，再抽出一张扑克牌放

在水杯上，小心翼翼地倒过来，

扑克牌像是被“吸”在了杯子上，

水也像摆脱了地心引力般还留

在杯子里。有学生举手问其中

的原理，陈勇笑着说：“这和压

强有关，大家翻开教科书，我

们来学习这一部分。”

“魔术”教学，在藕塘小学

很常见，如今负责科创教学的

老师一共有 10 位，老师们会把

科学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

趣味实验，激发孩子们对科学

和知识的渴望。

最简单的实验能给孩子们

带来最大的震撼。一次上课，

张文哲讲到“莫比乌斯环”，单

纯的讲述难以让学生们集中注

意力，讲小话的声音都能盖过

老师。他问：“大家觉得自己能

做得出来‘莫比乌斯环’吗？”

孩子们纷纷起哄、摇头。

于是，他走下讲台，扯下了

学生一页空白作业本，再借了

一卷胶带，将纸条扭转一百八

十度后粘结。演示结束，学生

们都安静下来，认真思考。

很多时候，为了拓宽学生

的想象力和认知，张文哲还会

将一些科幻小说里的设想拆解

成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比如，

《三体》第二部中有关黑暗森林

猜想，他将文明间的生死存亡

比作孩子们常接触的游戏输赢；

而讲《乡村教师》时，他也会

提到牛顿三大定律……

张文哲最喜欢的一本科幻

小说里曾有这么一句话：“给岁

月以文明。”他觉得自己在做的

事情也是如此，用点点滴滴的

科学知识，为孩子们漫长的未

来铺路。

大山里的科创教育与城市

学校有何区别？

在藕塘小学，这个问题有答

案。孩子们的科学创造力与每

天路过的田地、作物息息相关，

校外一块实践田，承载着这些

留守儿童学习的快乐。

“我会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黄

桃、辣椒等作物的栽培实践，

这里面有好多学问。”今年油菜

收割的季节，陈勇带着学生们

在油菜地里开展“寻找菜籽油

的踪迹”的科普调查，还邀请

了村里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民“现

场教学”。教学楼顶的天台，也

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在那

里，他们可以不定期地上来接

受无土栽培水稻的培育学习。

而天台有两处特别的实验室，

一是能够容纳近 150 棵稻苗的

圆形栽培池，二是在其上方的

空中轨道水稻车。

“我们在设计无土栽培科学

劳动实践基地时，就想与数学

教学进行衔接。”陈勇说，矩形、

不规则的田地好找，圆形的却

难有。因此，2020 年他带着学

生们砌起了圆形栽培池，“我

们上数学课学圆的部分时，也

能让孩子到楼上去量圆的半径，

实际计算一下圆的面积，达到

高效的教学效果”。

种的产物多了，天台空间供

不应求。有学生问陈勇：“既然

水稻脱离了土壤也能成活，能

不能把它拔出来，就像楼房一

样，一层层地种在空中？”陈

勇受学生启发，利用天台的建

筑构造，做出一个轨道式的空

中栽种基地。他请外面的师傅

帮忙做了一个轨道车，车身由

几个大箱子组成，水稻就栽种

在里面，浇灌系统是根据此前

学生获奖作品改装而来。

“之前就有学生和老师说，

因为我们种的是早稻，和村里

错开了时间，所以每回山里的

麻雀都来‘光顾’我们的稻田。”

陈勇说，这次他们换上了中稻，

“要是麻雀还来，学生们怕是还

会设计驱赶麻雀的作品咯！”

“我在班上问谁以后想成为

科学家，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举

手。”陈勇说，孩子的梦想值得

保护，但老师们都很清楚——

乡村孩子的科技路还很长，“心

之所向，素履以往，我们要做

的就是尽一切可能为他们创造

更多的机会，见识外面更大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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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实验里有大大的震撼见证

连
线

5 月 27 日，第 44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长沙举行。其中，湖南隆回县岩口镇藕塘完全小

学和衡阳县关市镇盘石完全小学从全省学校中脱颖而出，获得“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奖项，让乡村学

校科教创新话题再登热榜。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别采访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李为。

今日女报 / 凤网：针对科教创新
的乡村学校，我们是否有一些激
励机制？

李为：我们会常规性地举办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等科技活动，为他

们搭建展示平台，其中表现优

秀的给予评奖，如十佳科技辅

导员奖、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

校、校长奖等。刚落幕的第 44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就有隆回县岩口镇藕塘完

全小学和衡阳县关市镇盘石完

全小学获得了十佳科技教育创新

学校的奖项。

今日女报 / 凤网：我们的科教举
措给山区孩子们带来哪些成长？

李为：此前有很多乡村孩子完

全没有接触过科技教育，但他们对

周围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

究欲望。我们“科教下乡”的举措

能帮助培养这些孩子的科学兴趣、

体验科学过程、发展科学精神。

曾有一位孩子连续参加了三届由公

益组织赞助的“乡村科学夏令营”，

原本家庭困难的他受到启发，走出

大山求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位医学

专业的博士。今年的夏令营，他还

专门回来当志愿者，帮助更多孩子

走出大山。

今日女报 / 凤网：我们在推广乡
村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举措？

李为：由于城乡差异、区域发

展不平衡等原因，农村学校的学生

很难享受到优质科教资源，在历

届比赛中乡村学校孩子的参赛数量

和获奖比例偏低，我们一直在积极

探索如何提升农村青少年的科学素

养。除了开展科技创新大赛、机器

人竞赛、科技教育乡村行等活动，

我们今年策划了以“大手拉小手 科

普志愿行”为主题的“百名院士进

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系

列科普活动，逐步缩小优质科普资

源的区域、城乡差距。

田间与空中的科教乐园实践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广大科技教育工

作者的艰辛努力,乡村教师就如“夜空星光”，照耀着山区

孩子的“科技梦想”，越来越多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孩子感

受到科学的魅力，将一闪而过的思维火花创造成实用的发

明。

然而，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基层基础薄弱等现

实问题值得关注，还需要各界共同发力解决——政府

层面，需要加大对乡村学校科技教育的阵地建设，给予

技术与资金支持；学校层面，需要开设更多科技课程，

为科技创新埋下珍贵的种子；家长层面，需要懂得呵

护孩子珍贵的科学梦想，培养他们对科技的兴趣爱好；

公益层面，需要更多社会组织走进山区，给予学校和学

生更多帮助……

正如《早安隆回》歌词所述，“你伴我迎接灿烂的曙光，

迎接崭新的黎明……”期待更多在大山里成长的孩子能抬

起头，仰望科学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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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子母水重拉力垃圾桶
左：马梦轩 12 岁六一班 
右：马思婷 12 岁六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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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防风衣架
马雅贝 11 岁 五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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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自然风旋转干衣架 
左：蒋恒杰 12 岁六一班  
右：蒋雪梅 12 岁 六一班 

作品：红外线智控冲水器
蒋烨 12 岁 六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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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孩子们讲述
作品背后的故事

学生来到天台观察无土栽培水稻的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