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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8 时，我按照约定来到台州市
科技馆 4 号门，科普大篷车已经停在门
口的树荫下。经过长年累月的行驶，白
色的车厢已有些发黄，车身上印着“科普
大篷车”5个字。

“别看它外表简陋，却是名副其实的
‘人气王’，可受孩子们喜欢了。”伴随着
话音，驾驶室的车窗摇了下来，台州市科
学技术协会科普部职员舒建统对我招
手，“设备都在后车厢里放好了。上车，
我们马上出发。”

舒建统自 2013 年起就负责科普大
篷车的相关工作。我们跟着舒建统一
起，体验这座“流动科技馆”如何为乡村
孩子们带去科学的“种子”。

为偏远学校送上科普大餐

“今天我们要去的学校是黄岩沙埠
镇中心小学，大概 1 个多小时车程。”舒
建统打开导航，熟练地启动车子，“如果
是去仙居安岭乡这些偏远的乡镇，我们
6时就要出发，至少要3个小时。如果去
海岛就更麻烦了，可能要一整个上午在
路上。”

打开舒建统发来的“申报清单”，上
面详细罗列着时间、地点、出勤人员等信
息。我发现，除了寒暑假，大篷车每周至
少要去 3 个学校，忙的时候甚至一周无
休。“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太受欢迎了，
每天都有学校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插
队’。”坐在副驾驶座的科普大篷车专员
何伟解释说，“不仅是学校，我们大篷车
还会进村社、进企业，几乎可以说是全年
无休。”

在这个台州市科普大篷车项目团队
中，舒建统负责对接行程、登记预约等行
政工作，并兼任驾驶员；何伟则主要负责
无人机、机器人等项目的展示。“其他科
学表演秀或者航模项目，需要科技馆、气
象局等专业人员一起参与。今天还有两
位负责科学实验的老师参加，他们已经
在学校等我们了。”何伟说。

还未进校门，我远远就看到不少孩
子等在校门口，车子一靠近，他们就立刻

围了上来，脸上洋溢着笑容。“马上就要
上课了，大家先回教室，等会课间操时间
再到操场集合。”看到在孩子们中间“寸
步难行”的我们，沙埠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杨倩笑着上来解围。

我们来到操场，塑胶跑道上 35 张
课桌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舒建统清点
完数量后，便打开后车厢，招呼我们一
起搬运器材。“这几个行李箱里是无人
机、机器人，小心轻放，先搬到操场中
间，塑料箱里是科普展品，把它们分别
摆放在桌子上。”我从舒建统手里接过
塑料箱，将科普展品一一摆放在课桌
上。“注意，要把展品正面朝着操场中间
的位置，方便孩子们上手自己做实验。”
舒建统上前纠正了我的动作，将莫尔条
纹的正面转向操场，并指着其中一个塑
料箱提醒我说：“等会把这个空气炮放
在主席台旁边，它最受小朋友欢迎，得
放在醒目位置。”

“乡镇学校条件有限，科学实验教具
少，上课经常是‘纸上谈兵’，所以一直期
盼着科普大篷车团队的到来。”杨倩说，

“虽然只有短短半天，但能激发起学生崇
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也许就能引领

他们走出小镇，甚至成为科学家。”

让课本里的知识“动”起来

随着铃声响起，同学们一窝蜂涌出
教室，很快在操场上排好了队。负责这
次科学实验秀的杨老师换上那套孩子们
熟悉的“爱因斯坦”服饰，在同学们的欢
呼声中走上讲台。

“大家有没有吃过比冰还冷的食
物？”只见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手里拿着
一个冒烟的玻璃杯，“等会我把小零食放
到杯子里，只要几秒钟，小零食就能变得
比冰还冷，现在我要邀请几位同学上来
品尝一下冒着‘仙气’的美食。”借助大
篷车载来的超低温液氮罐，杨老师为孩
子们表演了精彩的“液氮秀”。他将棉花
糖、薯片等小零食“泡”在液氮里，再把冒
着白色“仙气”的美食分给同学们，引得
大家争相品尝。

接下来还有神奇泡泡、液氮礼花、声
音实验室等，杨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孩子们讲解科学知识，由浅入深，在轻
松、欢乐的互动体验中给孩子们揭开科
学的神秘面纱。

“讲一百遍枯燥的课本知识不如让
他们亲眼观察。如果这些奇妙的科学现
象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让他们对科
学产生兴趣，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
的。”舒建统与我一起站在台下，拿着手
机拍下台上的一幕幕互动。

科学实验结束后，我们和沙埠镇中
心小学的老师一起，组织孩子们按照年
级分批参与后续的活动。何伟已经将需
要用到的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等设备
调试好，摆放在操场中间。我们带着三
年级的学生有序地围坐成一圈。此时已
临近中午，孩子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中
间的电子狗。

“这两只电子狗是今年年初新买的
产品，功能多、技术含量高，是现在最受
欢迎的项目。”何伟一边介绍，一边启动
了电子狗的开关，只见它们灵活地摆动
着 4 条机械腿走到孩子们面前，大家既
激动又惊奇，有的孩子甚至忍不住想伸
手去摸。机器狗原地跳跃、打滚翻身，引
发孩子们兴奋地尖叫。在音乐声中，无
人机开始翩翩起舞，机器人也整齐划一
地摆动着双臂，做出各种各样有趣的姿
势，惹得孩子们不断欢呼。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机器狗，没
想到它还会打滚翻身，太酷了！”六年级
的陈诗语激动极了，他的目光完全离不
开眼前的机器狗，“长大以后我也想学
这个专业，我也想要自己做一只‘小
狗’。”

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

在操场另一边，孩子们三五成群地
围在了课桌旁，比起观看表演，不少孩子
更喜欢亲手做实验。而我和舒建统则站
在一旁充当科普老师的角色。

“每个科普展品下面都写有科学原
理和实验方法，高年级的学生大多能看
懂，但三年级以下的需要我们在旁边随
时指导。”舒建统对这些展品了如指掌，
科普起来头头是道。

我仔细观察这些科普展品，发现其
中包含的知识非常广泛，不仅有光学、力
学、声学，还涉及到了电磁学。“动了动
了，风扇真的转起来了！”在“光压电车”
展品前，透明小球里的“风车”在灯泡的
照射下缓缓转动，孩子们脸上露出惊讶
的表情，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为

什么没有风风车也能转动？”“是不是哪
里通电了？”“为什么叶子两面的颜色不
一样？”⋯⋯

怎么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这个
知识点？我想了想，从人群中找到两位
分别穿着黑色衣服和白色衣服的同学，
让大家分别去摸这两位同学身上的衣
服，感受两者的温差。“同学们有没有发
现，黑色衣服摸起来比白色衣服更热。
也就是说，黑色更能吸热，更多能量会聚
集在叶片呈黑色的背面上，导致黑、白叶
片之间产生了能量差，就像拔河一样，叶
片也会因为黑白两面的能量拉扯开始转
动⋯⋯”我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去解
释这一原理。

然而，孩子们并没有轻易“放过”我，
他们提出了更多问题：“老师，黑色衣服
为什么会更热呢？”“它可以做成太阳能
发电机吗？”

看到我被孩子们围住提问，舒建统
笑了起来。“小孩子的好奇心很重，他们
会有很多奇妙的想法，今天我们点亮他
们心里的科学梦想，种下一颗科学的种
子，说不定在未来会茁壮成长。”这也是
舒建统和同事们 10 多年坚持科普大篷
车项目的意义。

据了解，从2009年科普大篷车项目
启动以来，台州“流动的科技馆”已经走
遍了全市 9 个县市区，深入 600 多所学
校，行程12.36万公里，为36万余名学生
播撒下科学的种子。

如今，科普大篷车驻校园活动开始
打破以往以展览为主的科普形式，精心
制订科普活动“菜单”，学校可以根据需
求预约服务，自行“点单”，预约航模项
目、气象科普项目等，让孩子们在校园就
能享受到更丰富、更精彩、更新颖的科普
服务。

15年服务台州36万多名学生

跟着大篷车 播撒科学“种子”
本报记者 罗亚妮

江山村，位于武义县东部的泉溪
镇。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先后有 35 名
博士来到这个平平无奇的山村，给村里
的孩子们贡献了 50 多堂精彩的课。“博
士讲堂”的开办让江山村收获了不小的
名气。

“博士课堂”如何接上乡村地气？近
日，“博士讲堂”第 53 讲开讲前，我们与
讲堂的发起人——东南大学经济学博
士、金华市级选调生、江山村党支部书记
助理杜聪相约，以讲堂助理的身份前往
一探究竟。

寒冷雨夜课堂火热

上课当天恰逢降雨，雨水让气温骤
降六七摄氏度，也让进村的道路多了几
分泥泞。一头短发、身材健硕的杜聪站
在村口，隔着老远就朝我们挥手：“时间
不早了，我们抓紧准备开讲吧！”

我们跟着杜聪来到了江山村党群服
务中心，一楼的一间教室是“博士讲堂”
日常上课的地点，教室门口摆放着当晚
讲堂的宣传展板。“每次开讲我都会提前
制作一张海报，它们象征着讲堂走过的
每一步。”杜聪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
们 看 到 了 走 廊 上 整 齐 排 列 的 几 十 个
展板。

在杜聪的指挥下，我们帮忙收拾起
了教室。开灯、开空调、调整桌椅、测试
幻灯片和话筒⋯⋯做完上课前的准备工
作，我们和杜聪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的
到来。

尽管天气阴冷，却依然阻止不了
孩子们上课的热情。晚上 6 时 30 分
的课，刚过 6 时教室里就陆陆续续坐
了 30 多 人 。 有 的 孩 子 是 家 长 陪 同 ，
但 更 多 的 孩 子 是 独 自 前 来 。 大 家 裹
得严严实实，我们给每人倒了一杯热
水驱寒。

在上课的孩子中，我们注意到一位
穿着校服独自坐着的小男孩正在奋笔疾
书。交流后我们得知小男孩名叫倪明
轩，是泉溪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这
是我第五次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山东
财经大学秦蒙老师的一堂写作课。”倪明
轩说。

南 京 财 经 大 学 副 教 授 李 松 林 是
当晚的主讲人，他主讲的题目是“如
何应对求学过程中的挫折与困难”。
李 松 林 从 自 己 学 习 和 工 作 的 经 历 切

入 ，分 享 了 他 应 对 困 难 与 挫 折 的 经
验。课堂的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大
家被李松林的故事激发，纷纷站起来
讲 述 自 己 应 对 挫 折 的 经 历 。 孩 子 们
你一言我一语，1 小时的课很快就在
频 繁 的 互 动 和 热 烈 的 掌 声 中 划 上 了
句号。

课 后 ，孩 子 们 还 久 久 不 愿 散 去 ，
围 着 李 松 林 和 杜 聪 问 问 题 。 我 们 借
着分发学习读本的机会，向孩子们询
问他们对课堂的评价。“没想到李老
师 小 时 候 英 语 也 不 好 。”倪 明 轩 说 ，

“我认识到了学习中有困难和挫折才
是常态。”

“博士讲堂”的另一位召集人、泉溪
镇文化站的王文昊给我们展示了他手机
里存着的一张照片——一位博士以汽车
车尾当桌子，给追出来的孩子讲解题
目。“现在村里孩子的学习氛围好了很
多。”王文昊说。

能帮到一个孩子，就
是有意义的

随着孩子们散去，教室恢复了安
静。杜聪告诉我们，目前“博士讲堂”的
主讲人主要是他的老师、同学、朋友，也
有慕名自荐而来。“李教授就是大我两届
的博士同门师兄。”杜聪介绍。

算上这一次，李松林已经来了 3 次
江山村，却是第一回做主讲人，像他这样
多次来到江山村的博士还有不少。“其实
最开始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李松林坦
言，但两次旁听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博士
讲堂”对乡村孩子未来发展的意义，“我
被杜聪的坚持感动了。”

在李松林的印象里，杜聪一直是一个
目标坚定的人。杜聪第一次参与博士师门
的聚会，导师问他未来的打算，杜聪不假思
索地回答：“到基层实践，为人民服务。”

2022 年 9 月，杜聪拿到博士学位不
久，就收到了去江山村任职的通知。两
年的任职期，杜聪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小
目标：力所能及为村子做点实事。

一次家访中，村民应海浪向杜聪说出
了自己的烦恼：“小孩子课余时间没事做，
我工作忙又管不住。”后来越来越多的村
民向杜聪反映了类似情况。

很快，杜聪决定以“在好好学习中成
长”为主题给村里的孩子做一次讲座，讲
座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欢迎，这让杜聪
决定从教育入手改变村庄，“博士讲堂”
从此就有了雏形。

在乡村办讲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杜聪日常工作繁忙，连续几周抽空备课
让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想到可
以拉同学一起来。”杜聪说，“这样孩子们
也能听到更丰富的内容。”为了保证每周
的讲堂如期举行，杜聪会提前一个月联
系主讲人，还配合主讲人打磨讲稿和

PPT，以求更好地被村里的孩子所接受。
时间花进去了，好不容易吸引来的

孩子却开始流失了。几次过后，新鲜劲
头没了，来听课的孩子一度减少到只剩
4 个。要不要把讲堂继续办下去？杜聪
心里犯起了嘀咕。村民汤庆民用一句话
打消了他的疑虑：“杜博士，如果能帮到
一个孩子，你做的事就是有意义的。”

“你后来用什么方法吸引孩子们来
听课？”我们感到好奇。“我先卖个关子，
跟我来就知道了。”杜聪笑着说。

用脚底板走进孩子心中

离开教室，我们继续当天的最后一
项 任 务 —— 跟 着 杜 聪 到 村 民 家 中 做
调研。

经过村里没有路灯的小路，杜聪打
起手电领着我们前进。“这家我上门很多
次，家庭情况在江山村是很典型的。”杜

聪介绍说，家中有一大一小两个男孩，都
在镇上的小学念书，也是当晚讲堂的听
众。母亲在家从事来料加工，父亲则在
镇里的电动工具厂上班。

见到杜博士来做客，兄弟俩立马热
情地给我们搬来了椅子，母亲徐玉霜端
来了晚上刚做的包子邀请我们品尝。“我
要感谢杜博士搞的讲堂，我们夫妻文化
低，很多东西教不来。”徐玉霜说。

我们转头问兄弟俩：“今天的课觉得
怎么样？”“很不错！”哥哥徐鑫豪竖起了
大拇指，弟弟徐飞力在一旁腼腆地点了
点头。

“以后想听什么样的课？”我们接着
问。“我数学不太好，想加强一下数学。”
徐鑫豪脱口而出。“那你下周六可一定
得来，”杜聪说，“我们下一讲就是中小
学数学微课。”徐鑫豪拍了拍胸脯：“我
下周一定来！”吃着还冒着热气的包子，
我们和杜聪给兄弟俩辅导起他们当天
的作业。

“这就是我吸引孩子们的方法，我把
它称为‘脚底板工作法’。”走出房门后，
杜聪解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围绕内容
和宣传两方面提升讲堂的吸引力，这需
要他不断地走进村民家中去。

目前“博士讲堂”有“成长、科学、知
识、艺术”四大主题，这是杜聪多次询问
孩子和家长的意见和需求之后确定下
来的。

除了在线上群聊里发布讲堂信息，
杜聪每次到村民家中还当面做宣传。如
果碰上天气恶劣，他会主动开车接送住
得远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和村里的孩子
成为朋友。”杜聪说。

江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
新刚告诉我们，“博士讲堂”不仅给江山
村的孩子创造了一个学习新天地，开拓
了孩子们的视野，还为江山村的乡村振
兴发展引入了外部资源。“越来越多高校
师生来到江山村，讲课之余还为村子的
发展出谋划策。”徐新刚说。

“我计划到任职期满时，把讲堂做到
100 讲，把它打造成为江山村的一个文
化品牌。”杜聪信心满满。

记者走进武义江山村“博士讲堂”——

山里娃家门口听博士上课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竞聪 本报记者 沈 立

罗亚妮

工作人员为孩子们演示科普展品。 受访者供图 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为孩子们带来“视觉盛宴”。 受访者供图

记者课后给小朋友梳理当天学到的知识。本报记者 沈立 摄

“博士讲堂”第53讲主讲人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李松林在上课。 本报记者 沈立 摄 杜聪（右二）带着记者（左一）去家访。 本报记者 沈立 摄

张竞聪 沈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