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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微风不燥，气温宜人，踏青

赏景的好时节，我们寻了一个周末，

带孩子到近郊露营。自从喜欢上露

营后，孩子便成为我的忠实拥趸，我

们的足迹踏遍了近郊的各个野生露

营地。

本次的露营地位于东郊的小溪

旁。亲水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方式，

抓鱼虾、捉螃蟹、摸螺蛳，这些原本属

于“80后”的童年乐事在这里得以重

现。一到溪边，孩子们就如脱缰的野

马，扛起水枪一溜烟地冲了出去，紧

接着，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嬉闹声，那

清脆悦耳的笑声回荡在溪谷之间。

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我便将天

幕搭建在一棵树下。午餐时，一阵风

儿吹过，天幕上传来紧锣密鼓的“咚

咚”声，孩子一探究竟，惊喜地发现落

在天幕上的竟是大小不一的桑葚。

我这才发现，我们的头顶竟是一棵桑

树。眼前这棵桑树与平日常见的低

矮桑树大不相同，它高约 6 米，树干

粗壮，枝繁叶茂，看起来年代颇为久

远。孩子一把把桑葚塞进嘴里，兴奋

地说：“快来享受来自大自然的馈

赠！”而我看到桑果落地，想起了牛顿

在苹果树下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于

是自然而然地给孩子科普起了万有

引力。

“妈妈，你看那边还有鹅呢。”顺

着孩子手指的方向，只见几只大白鹅

正畅游于溪水间，水面上荡起了层层

涟漪，周围的青山倒映在水中，也随

之起伏不定。“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波。”孩子见状，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了

那首耳熟能详的诗歌。

“走，去抓鱼了。”同行的小朋友

自制起了捕虾器，他将矿泉水瓶拦腰

切成上下两段，在瓶底放上螺蛳肉，

再将瓶口朝下重叠起来，就这样，一

个简易的捕虾器就制作成功了。其

实，我对捕虾器是持怀疑态度的，却

没有想到，傍晚时竟然捕获了两只晶

莹剔透的河虾。“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借此机会，又给动手能力欠佳的

孩子上了一课。

大自然是最深邃的智者，总是在

不经意间带来深刻的启迪。即使是玩

户外水桶，也是能悟出物理原理的。

旋开出水口，水线如游丝般细小，先生

冲着孩子戏言：“让我来给你变个小魔

术。”只见他拨开水桶顶上的气阀，原

本如游丝般的矿泉水便喷涌而出。孩

子惊呆了，直呼“爸爸威武”，而这不过

是大气压强的原理罢了。

入夜之后，孩子们终于安静下来

了，我们躺在帐篷里悠闲地观赏星

空。远离了城市，郊外的夜空里繁星

如织，在星星点点之间寻觅到了形若

勺子的北斗七星，还有那颗闪亮的北

极星。和孩子一起辨星识方向，别有

一番乐趣。

在露营的日子里，孩子沉浸在山

水之间，将电子产品抛之脑后，也远

离了内卷的各种兴趣班，这才是童年

应有的模样。我想我会继续陪孩子

亲近大自然，看“白云千载空悠悠”的

美景，品“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哲理，

体会“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快乐，去探

究大自然里的种种奥秘。

女儿自小就喜欢问

“十万个为什么”。“天空

为什么有时蓝、有时灰？”

“小狗为什么经常吐舌

头？”“为什么先闪电、后

打雷？”……起初，我耐心

解释，但面对她的打破砂

锅问到底，我也难免会不

耐烦，应付几句了事。偶

然，我在一本教育书籍上

读到“要保护孩子的好奇

心”，静下心来想想，确实

如此，很多孩子的好奇心

不就是在大人的敷衍中

一点点流逝的吗？于是

我暗下决心，一定做个循

循善诱的家长，成全女儿

的一颗好奇心。

记得有一天，女儿学

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回

家就问我“蚕是怎么吐丝

的？吐完丝就死了吗？”

我想，要真正解答这个问

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养几

只蚕，让她自行观察，找

到答案。我小时候年年

在家养蚕宝宝，养蚕对我

来说也不是难事。

蚕买回来了，放在一

个纸盒里，女儿兴奋极

了。可她的问题马上串

成 了 串 儿 —— 蚕 吃 什

么？怎么睡觉？它喝水

吗 ？ 什 么 时 候 能 吐 丝

啊 ？ …… 我 跟 女 儿 说 ：

“你耐心养一段时间自然

就知道了。”我指导女儿

给蚕喂桑叶，再把多余的

桑叶放进冰箱保鲜。

那段日子，女儿每天

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她的蚕，眼里闪着

好奇的光芒。我感觉自

己也像个孩子一样，分享

着她的快乐。后来，蚕终

于吐丝结茧，女儿的一系

列疑问也得到了解决，她

再跟小伙伴们讲起关于

蚕的各种细节时，总是格

外有底气。

我家的阳台上种满

了各种花，最惹眼的却是

花 丛 中 的 一 棵 小 香 樟

树。这棵小香樟的“落

户”也与女儿的好奇心有

关。一次，她突然问我：

“那么小一颗种子，为什

么能长成参天大树？”我

便领着她去公园，捡了一

些香樟树的种子，种在花

盆里。没多久，还真的有

几颗发芽了。经过一番

优胜劣汰，有一棵小树苗

活了下来，女儿定期给它

浇水、松土、施肥。如今，

那棵小香樟树已经快和

她一般高了。

女儿在一篇作文里

写道：“不是所有的种子

都能发芽，不是所有的小

树都能长大，小树的成长

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需

要我们的呵护。”在好奇

心的驱动下，女儿不止收

获了知识，更学会了思

考。

教育家陈鹤琴说过：

“好奇动作是小孩子得着

知 识 一 个 最 紧 要 的 门

径。”孩子的好奇心，需要

我们的悉心呵护，更需要

我们去成全。永葆好奇

心的人，会对这个世界多

一分热爱。

当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被

科幻作品唤起后，想要进一步感

受科学技术的魅力，博物馆是非

常合适的选择。作为科学普及教

育的重要场所，无论是自然科学

类还是人文科学类的博物馆，都

可以让孩子在丰富的馆藏和各类

特色科技互动体验中开拓视野，

直观感受到科学技术的魅力。

“博物馆的展览方式最符合

人类探索自然的过程，因此，正处

于认识世界初期的青少年多去博

物馆实地体验，有助于培养他们

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帮助他们形

成对科学的整体认识。”电子科技

大学党委宣传部电子科技博物馆

办公室主任赵轲说。

如果孩子表现出对某一领域

科学知识的兴趣，家长可以陪伴

孩子去该主题的博物馆参观，这

样更利于孩子形成对特定知识领

域整体发展脉络的认识。

赵轲以电子科技博物馆举

例，该展馆的基本陈列为新中国

电子工业发展史，观展者不仅能

了解到不同展品的具体内容，还

能从横向和纵向维度直观感受到

民族工业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

博物馆展示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

发展历程，孩子们不仅能在观展

过程中了解到电子科技领域相关

知识，还能体会到民族工业的飞

速发展，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赵轲介绍道。

此外，博物馆内的各类实践

体验活动，也能让孩子在动手中

学习，身临其境地感受科学“发

生”的过程。例如，在电子科技博

物馆中，就有为儿童“定制”的摩

尔斯电码小课堂。

课堂上，孩子们会在博物馆

老师的带领下观看有关摩尔斯电

码的影片，老师还会为孩子们讲

解摩尔斯电码的发展历史、原理

以及具体应用。

在了解基本原理后，博物馆

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摩尔斯电码科

学实验。孩子们将在老师的带领

下使用模拟电报收发装置，进行

收发报探索。“孩子们可以自己动

手操作，进行摩尔斯电码的编码

与译码。不少孩子很快就能活学

活用，把自己想说的话用摩尔斯

电码发给爸爸妈妈，用这样特殊

的方式传递对父母的爱。”电子科

技博物馆工作人员王念慈说。

儿子10岁，读小学四年级。有一

天，他告诉我，他组织了一次趣味比

赛活动，有接力赛跑、投篮、跳绳等项

目，时间就定在这个周末。我听罢有

些讶异，儿子年纪不大，但在同学中

很有影响力。可即便这样，我还是认

为要组织好一次活动并不容易。

因为是组织者，儿子特别兴奋，

他说他请了很多同学，为了奖励大

家，他自掏压岁钱买好了小奖品，他

要让大家玩得开心。

周末一早，儿子兴冲冲地出门

了，我和他妈妈悄悄跟在后面。活动

地点是在当地的体育场，我们远远地

躲在一处树荫下，想看看儿子如何表

现。

儿子一直在场地上准备着他带

去的体育用具，有篮球、跳绳，还

炫耀似的拿出当奖品用的图书、玩

具。他很激动，以为当天会很热

闹，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儿子还

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并没有一个同

学出现。那一刻，沮丧和失意明显

挂在儿子脸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太阳已经爬得

老高了，照在儿子满是汗水和略显灰

心的脸上，我们知道，不会有同学出

现了，儿子想办一场趣味比赛的初衷

落空了。他失落地收拾好东西，这时

我们出现了。看见我们的第一眼，儿

子委屈的泪水盈满了眼眶，他不解地

问：“为什么？他们都答应了，为什么

不来？”

孩子妈是儿科医生，她很懂儿

子，这时便由她出马，她跟儿子说：

“你的同学答应了却没有来，可能有

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同学们要利用周

末时间做功课，又比如同学们年纪还

小，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不放

心他们出来。”

儿子十分难过地说：“既然不来，

他们就不应该答应。”孩子妈想了想

说：“这就是关键。你的好心，同学们

出于各种原因没有领情，所以，你特

别委屈。说到底，是因为同学们平时

都顺着你，一旦像今天这样，同学们

没有捧你的场，你就有了很强的受挫

感。”

儿子有些不解地看着妈妈。妈

妈接着说：“其实这种受挫感并非坏

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类似的事情。

妈妈小时候成绩也很好，不想有一次

考砸了，成绩掉下去不说，整个人都

垮了，那种不再被人崇拜的感觉让我

很不适应。”儿子看着妈妈，问：“那后

来呢？”妈妈笑着说：“后来老师看出

了我的不适应，帮我分析原因，鼓励

我不要泄气。老师还说，一个人一帆

风顺时，适当受点挫折并非坏事，挫

折可以敲打人、警醒人，让你时刻注

意修正自己的行为。关键是要在失

败和挫折中学会总结和重新认识自

己。比如今天这种活动，你今后要想

得更加周到些，事前争取到老师和家

长的理解、支持，这样才会有更多同

学踊跃参加。”

儿子听懂了妈妈的话，终于露出

了一丝微笑。这时，孩子妈趁机提

议，既然来了，今天就来一场一家三

口的家庭趣味比赛。儿子一扫脸上

的阴霾，开心地投入到我们的家庭比

赛中。

在挫折中成长 ■ 杨力

用用““科幻热科幻热””
点燃点燃““科学梦科学梦””

■ 本报记者 张玥

年初，《流浪地球2》《三体》等优秀科幻影视作品的热映，掀起了一阵“全民科幻热潮”。近日，第81
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行，更是点燃了家长和孩子们对科幻的热情，荧幕上下、课堂内外，人工智
能、科学实验等都被玩出了不少新花样。

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说：“科幻文学的创作，是在科学基础上开展想象，展望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如何借力“科幻热”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为孩子们埋下一颗颗充满科学幻想的种子？成都市人
工智能产业协会副会长、成都市对外科技交流协会副会长许波，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电子科技博
物馆办公室主任赵轲，成都市特级教师、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吴臻华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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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奥秘 ■ 蒋媛媛

今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通过 3 至 5 年努力，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

全面落地。要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探

求欲，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开展好科

学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成都市特级教师、全国十佳

优秀科技辅导员吴臻华认为，家

庭中的科学教育最重要的是保护

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精

神。激发好奇心的途径主要有两

点：一是培养孩子的“问题意

识”；二是带领孩子亲自进行科学

探索活动。

吴臻华说，培养孩子“问题意

识”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

是为了让孩子在提问的过程中感

受认知发展和探索的乐趣；另一方

面还能让孩子丰富想象，培养创新

创造能力，强化逻辑思维能力。

孩 子 不 喜 欢 主 动 提 问 怎 么

办？针对这种情况，吴臻华建议

家长，在平时和孩子相处的过程

中，主动向孩子提问。例如“天

为什么是蓝色的？”“鸟为什么可

以飞？”“为什么木板可以浮在水

面上，但石头不行？”……当然，

家长不能仅仅把问题抛给孩子，

还应该和孩子一起查阅资料，共

同探索，和孩子一起找到科学的

探究方法。

带领孩子参与科学探索活动

也是激发孩子科学兴趣的重要途

径。“很多家长认为，科学探索活动

需要借助“高大上”的仪器，事实

上，科学探索活动就在我们身边。”

吴臻华说。

吴臻华的学生就曾在买南瓜

的过程中展开过一次成功的“科学

探索活动”。这名学生买了南瓜

后，在回家的路上不慎将南瓜摔

落，致使南瓜的表皮上裂开了一道

口子。一周后，她发现南瓜的表皮

完好如初，那道裂开的口子竟然

“愈合”了。南瓜的自我修复能力

激发了她的探究兴趣，她就此展开

了一次探索之旅。

“生活中像这样有趣的现象还

有很多，家长可以利用这些生活中

的有趣细节，为孩子设计一些小实

验。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粒

都蕴含着很多科学知识。”吴臻华

说。

吴臻华还建议家长，在培养孩

子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还可以融

入人文社科知识。“家长可以有意

识地给孩子讲述科学技术在人类

文明进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将自

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通，帮助孩子

实现知识的内化和素养的提升。”

吴臻华说。

为什么孩子喜欢看科幻作品？答案可

能很多——体验震撼的视觉效果、跟着科幻

电影和书籍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感受未来

世界的奇幻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优

质科幻作品对孩子成长起到的积极作用毋

庸置疑。

成都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会长、成都

市对外科技交流协会副会长许波认为，优质

科幻作品可以让人在富有逻辑和想象力的

世界中得到启发，提升思维能力、人文修养，

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因此，家长可以充分利

用当下的“科幻热”，培养孩子勇于探索、敢

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孩子树立科学理

想。

“有一部 1968 年上映的科幻片《2001：

太空漫游》，片中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展

示了类似现在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全息

投影等技术，而现在，这些技术已经进入到

我们的生活中。”许波说，科幻作品的“未来

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家长应该

鼓励孩子多对未来世界展开想象，让更多的

想象成为现实。

那么，如何通过阅读和观看科幻作品打

开孩子的想象力？许波认为，家长要从激发

孩子的兴趣做起，再结合孩子的年龄，为其

挑选合适的科幻读物、影视作品。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科幻作品的理解

程度不一样。如果孩子年龄较小，可以为其

选择图片较多的读物；等孩子能识字时，再

让他们接触科幻小说、科幻杂志一类的刊

物，从文字中去感受科幻作品所搭建的幻想

世界。”许波说。

许波还建议家长，当孩子在观看、阅读

科幻作品时，要多鼓励他们思考和发问。“孩

子的想象力在科幻作品中得到启发，因此会

经常提问，家长应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积

极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避免以成人的视角

审视孩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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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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