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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是卓 记者 孙庆玲

如果说好奇心是“科技

梦”的起点，那科学家精神或

将是这一梦想持续向前的不竭

动力，让最初小小的“火花”

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未

来的科学探索之路。

不少科技工作者都有这样

一个共识：解决硬核的技术难

题，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实现的，既需要有科研热情，

也得坐得住“冷板凳”，更需

要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

斗。“对青少年而言，培养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传承科学家

精 神 ， 这 两 点 都 非 常 有 意

义。”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

究所生物力药理学研究中心主

任、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廖福龙说。

作为屠呦呦团队的一员，

廖福龙对“胸怀祖国、敢于担

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

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

攀高峰”的青蒿素精神深有感

悟。他说，屠呦呦研究员接受从

中草药里研究有效抗疟药的国

家任务后，非常努力地工作，一

辈子也没离开过青蒿素研究领

域。“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跟

屠老师谈起别的事情，她可能

没那么感兴趣，但是如果谈起

青蒿素来，那就滔滔不绝。她虽

然年纪大了，但仍然高度关注

着全球消除疟疾的宏伟目标，

这就是科学家精神的体现。”

“让大家都吃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科技小院创始人张福锁学农的初

衷，也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方向。他在给“点亮

科学”主题活动的青少年寄语里提到，“我认为

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因为这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我

的兴趣。希望年轻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在热爱的领域深耕，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刻。”

2009年夏天，中国农业大学第一个科技小院

落户河北省曲周县，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派驻

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知识、理论学习的基础

上，研究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培养

农业高层次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张

福锁希望真正能够扎根在农民中间，与农民打成

一片。“院子虽小，但作用很大”。

作为一名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刘莲

莲认为，传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从来不是一句

空话。“科学不光是在书本里、课堂上，它存在

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她和科技小院的

同伴们在农业生产一线传播农学知识，让科学技

术更好地服务“三农”，“其价值并不亚于在实验

室内的研究工作”。

如今，刘莲莲和小伙伴接下前辈的接力棒，

继续“在热爱的领域深耕”，建立了绿色赣南脐

橙科技小院。近期，刘莲莲和同伴们调研了江西

省于都县赣南脐橙的种植现状，采集了 200份土

壤样品、300 份叶片果实样品，并发现了一些问

题，比如：农药投入成本很高，化肥投入比例不

平衡；人工除草成本高，果园大多选择使用除草

剂，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环境等。于是，他们在张

福锁的带领下，开展了果园生草栽培技术、氨基

酸叶面喷施提质增效的研究，将研究结果反馈给

果园的经营者，争取实现增产增收。

“这就是我们的大众科普，为公共利益而服

务。”刘莲莲说，广大青年朋友要不断探索科学

的奥秘、感受科学的魅力、点亮科学的火花、发

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高峰上的道路是崎岖难行的，并且有

时还无路可循，必须独辟蹊径。”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刘合在

2023“点亮科学”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要

解决硬核的技术难题，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实现的。对所从事的工作有热情，才会投入大量

时间、精力，保持高度专注的状态，在思考与探

索中不断接近真理。

他告诉青少年朋友，“每个领域都有广阔的

天地等待着你们去探索，无论是成为一名优秀的

科学家，还是实现其他的梦想，只要下定决心，

就要为之努力奋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是卓
记者 孙庆玲

“我希望可以发明出星际穿梭机，我们能

乘坐它遨游太空，探索宇宙。”

“我希望能研制出水源净化器，将难处理

的污水变成可饮用的水，让我们的水资源不再

短缺。”

“我希望长大后发明机器人保姆，可以给

天下所有的妈妈搭把手，帮妈妈做家务，让妈

妈多休息。”

……

这几天，中国科技馆“点亮科学”展览

里呈现的一个个“小小科技梦”，让不少参观

者眼前一亮。整个展区是一片生机盎然的“青

少年科学智慧森林”，每片“叶子”上都是征

集到的青少年“科学之问”和科学梦想，活动

还特别邀请了 12位院士和 112位青年科学家，

为青少年送上寄语和期望。

今年全国科普日前夕，由中国青年报社联

合中国科技馆主办、猿辅导支持的 2023“点

亮科学”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展览分为

“化学妙想”“奇趣生命”“未来智慧”“数中世

界”“解码地球”“万物有理”6个主题，旨在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青少年群体

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学生崇尚科学、

探索未知的兴趣，鼓励他们追“科技之星”、

立报国之志。

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

要 （2021-2035年）》 提出，在“十四五”时

期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培育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

年群体，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夯实人才基础。

如何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让这些“小小科技梦”真正生根发

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名科普专家

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探讨怎样“点亮科学”，

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青少年科学素质不断提升

从事科普工作多年，中国科协首席科学

传播专家郭亮对近年来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

升有明显感受。他举例说：“去年我在北京

作科普讲座，对航空航天的装备和科学原理

进行讲解时，有些同学能说出中国空间

站的模块结构，甚至有同学对乘波

构型 （一种适宜高超音速飞行
的外形——记者注）这样专业

的知识都有了解，而这种

情况在五六年前是很罕

见的。”

中国科协今年发布

的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

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22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 质 的 比 例 达 12.93% ，较

2020 年的 10.56%提高了 2.37

个百分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为

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向前列迈进，奠定了丰

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具体到青少年群体，国家高度重视学生的科学

教育，不论是中小学、高校、科研院所还是社会上的

各种机构，均对青少年科学教育投入了大量资源，家

长和孩子对学习科学知识也越来越重视。总体来看，

青少年科普工作的质量有了大幅提高。”郭亮说。

前不久，中国科技馆刚度过 35岁生日。35年
来，中国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 6500 万人次，仅今

年接待的观众就已经超过 400 万人次。“这些观众

绝大部分是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科技馆人的接续奋

斗，在无数青少年心中埋下了‘长大要当科学家’

的种子。”中国科技馆相关负责人在 2023“点亮科

学”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介绍说。

好奇心是一个起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生物力药理学研究

中心主任、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

龙讲述，上小学时读过的一部科幻小说，给了自己

最初的“科学启蒙”，也点亮了他的“小小科技梦”。

他回忆说，小学曾读到过科幻小说 《昆虫世界漫

游记》，“主人公变小后骑在蜻蜓身上，在昆虫世界里

漫游，见到了种种奇异的景象，我感觉写得非常有意

思，因此觉得生物学很奇妙。”后来读中学时，廖福

龙物理也学得不错，这两个兴趣点让他在高考志愿填

报时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生物物理专业，毕业

后一直从事相关科研工作。

廖福龙认为，很多人对科学的兴趣，往往来源于

科普、科幻作品或者学习中的感悟，它们引发的好奇

心是一个起点。

在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孙书

剑看来，科普不仅仅是授课，还可以是影视文艺作

品，甚至是电子游戏、虚拟现实设备，这些丰富多彩

的形式都可以为科普所用，点燃青少年科学兴趣的方

式是多种多样的。

这位 90后“科普达人”介绍说，20世纪下半叶

以来，科幻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其中优

秀代表有电影 《2001太空漫游》《星际穿越》 和阿西

莫夫的小说 《基地三部曲》等。从国内来看，刘慈欣

的小说 《三体》 问世后，中

国的科幻也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这些

科幻文艺作品同

样有很高的科

普价值。“为

什 么 说 《星

际穿越》 这部电影很好，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它的制片人和科技顾问是 2017 年获得诺

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在他的专业指导下，《星际穿越》 中的细节制

作得非常细腻，符合科学规律，也创造了艺

术价值。很多人因为这部作品产生了对航天

事业的兴趣，这自然也起到了科普的作用。”

孙书剑说。

除了影视剧、小说外，游戏和虚拟现实设

备也是科普的新领域。郭亮向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介绍说，在航天爱好者中，有两款游戏非

常受欢迎，一款是 《阿波罗 11 号 （VR）》，

这款游戏由美国宇航局 （NASA） 研发，让用

户可以模拟宇航员，体验阿波罗 11 号登月任

务从发射到登陆的 7个阶段。另一款是 《坎巴

拉太空计划》，它是一款拥有极高自由度的沙

盒风格航空航天模拟游戏。

“在我看来，这些游戏不仅给大家带来了

快乐，也起到了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热情

的作用。现在，我们也在开发一款虚拟现实设

备。预计这个装备既可以帮助教学，还可以成

为一款娱乐性的科普游戏作品，寓教于乐。”孙

书剑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各类青少年科

普活动越来越多地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学生

的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科学的学

习习惯，“特别是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持

续探索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让更多孩子爱上

学习。”猿辅导相关负责工作人员在 2023
“点亮科学”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提到，比

如，为学生拓展科学探究和综合实践的场

域，为青少年搭建线上、线下科学实践场

景，打通科学体验环节，开启青少年专属的

科学实践之旅等，不断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

如何补齐青少年科普短板

郭亮在多年的科普工作中观察到，不同地

区的青少年科学素质差距较大，三四线城市

青少年的科学素质与一线城市孩子存在较大

差距，而农村地区更是最大的短板。“如何激

发这些地区孩子的好奇心和科学兴趣，比讲

授知识更为重要。”郭亮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
2035 年）》 也提到，我国科学素质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

要表现在：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科学精神弘扬不够，科学

理性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科普有效供给不

足、基层基础薄弱；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组织

领导、条件保障等有待加强。

如何补齐这些短板，特别是有效提升偏

远地区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去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理事长武向平在接受

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要让偏远地区

和乡村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使用科技

资源，探索更多途径包括网络科教资源进入

偏远地区；同时要创造条件，让偏远

地区的青少年走到城市，走进高

校，走进实验室，参与科研实

践；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科学家

走进乡村，使那里的青少年

有 机 会 与 科 学 家 面 对 面 接

触，开阔眼界，提升科学素质

及兴趣。

事实上，不少西部地区的

科普工作者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探

索。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科协干

事马晓梅长期在基层从事科普工

作，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

绍，8 月 1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科协在红寺堡区启动了 2023 年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活

动在当地的商场举办，共有“健康

我做主”“应急安全”“完美视界”三个

主题展区的 60 余件展品参展。此外，红寺

堡区科协还联合宁夏科协科普工作队举办了

多次“科普大篷车”校园科普行动，把 VR
眼镜、“正交十字磨”“翻转的镜像”等科普

设备带到校园里供同学们参观，并手把手教

学生制作简易版“斜拉桥”，让孩子们近距

离接触科学、感悟科学。红寺堡区科协还计

划举办一系列科普课堂、科学表演活动，因

地制宜地布置科学展览。

“本区没有科技馆，我们就把展品布置在

商场或者学校，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更多

人。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一样能把科

普做好。”马晓梅说。

在孩子心中埋下“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种子

点亮“小小科技梦”

让
科
学
家
精
神
照
亮
未
来

这几天，中国科技馆“点亮科学”展览里，呈现的一个个“小
小科技梦”，让不少参观者眼前一亮。整个展区是一片生机盎然的
“青少年科学智慧森林”，每片“叶子”上都是 2023“点亮科学”
主题活动征集到的青少年“科学之问”和科学梦想。

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激
发青少年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培育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夯
实人才基础。如何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让这些“小小科技梦”真正生根发芽？

9月 6日，北京，“点亮科学”主题活动在中国科技馆启

动，相关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将展出至10月31日。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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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点亮科学点亮科学””主题活动征集到许多青少年的主题活动征集到许多青少年的““科学之问科学之问””与科学梦与科学梦

想想，，这些奇思妙想的这些奇思妙想的““种子种子””也许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结出结出““科技果科技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