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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科普更看重的是影响普通孩子而不是‘精英小孩’。相比名校，我更愿意去

边远地区，我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接受科普知识和科学教育。”

在近期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七届科

学教育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说出了他多年投身科普的心声。

“我接触到的数学家并不都热衷于做科普，但真正做科普的都很有成就感，至少我

是如此。”袁亚湘说，这种成就感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他记得，小时候他听过“华罗庚优选法小分队”的科普报告。虽然台上作报告的不

是华罗庚本人，但当时依然给他带来巨大震撼。“做科普的重要性正在于此，一场

科普报告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激励普通孩子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投身一线做科普多年，袁亚湘有许多心得体会。

“做科普有许多不易，但我的建议是每一次都要认真准备。”他说，科技工作者到

国际学术舞台上作报告，通常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 PPT，但要说认真准备科普报告，

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举个例子，我的几个经典报告，比如‘数学漫谈’‘黄金分割’，面向高中生讲

和面向初中生讲不一样，在云南讲和在上海讲也不一样。”袁亚湘说，准备科普报

告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每次都是把同样内容“拷贝”一下，“要有针对性，尽量做

到量身定制，哪怕只是加几页定制化的内容”。

袁亚湘非常看重科普讲座的互动环节，“不要讲完就走”是他的另一个心得体会。到

一些中小学作报告，他宁愿少讲一点，也要留出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与孩子们互动交流。

袁亚湘还谈到，做科普要注意几个平衡。一是科普对象的平衡，讲给“精英”还是“普

娃”；二是地区的平衡，去城市名校还是边远地区；还有就是报告的内容，要注意

袁亚湘院士：我更愿意去边远地区、给“普娃”做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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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辩证关系。

他谈到一种现象：有些组织者更喜欢把科学家安排到一些所谓的名校去；到了学校，

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更喜欢把“精英”找来听报告——他们或是来自学校的“英才班”，

或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选手甚至获奖者。

“当然‘精英小孩’和普通孩子都很重要。只是有的学校希望挑最好的学生来听报告，

但我希望科普报告的受众面更广，因为我觉得激励普通孩子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袁亚湘说，他更希望去一些边远地区作科普报告，“我去过贵州毕节等一些边远的

地方，感觉那里的孩子更需要科普知识和科学教育”。

希望引发一些兴趣、讲一些道理

袁亚湘说，数学本身就很奇妙，许多数学家充满人文魅力，通过在科普报告中穿插讲

述一些数学规律和数学家的故事，能够培养一些孩子的数学兴趣、讲一些学习的道理。

“数学中有一个洛必达法则，讲的是如果两个函数都趋向于无穷大，它们比值的极

限等于它们导数比值的极限。将洛必达法则类比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能长生不老，

只要不断学习，知识积累就越来越多、没有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两个人谁更厉害，

应该比什么？比的是导数。导数是变化率，就是增长速度。”袁亚湘将这一数学道

理引申到现实生活中，“也就是说，如果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长跑，我们比的不是起

跑线，而是平均速度。事实上，长跑运动本身比拼的是速度和耐力，所以我经常讲，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对人生长跑毫无意义。”

袁亚湘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科普演讲引发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我每次作报告都反复

强调，数学是很好玩的，大家应该像玩游戏一样看待数学，否则搞太累了就会适得

其反。同时，一些数学家的故事也能让他们明白学习成绩和兴趣之间的关系。”

袁亚湘还谈到，鼓励科学家做科普，需要尽可能简化流程和管理。“填表、汇报、

报备这些事情很烦琐，让人感觉是强制的或是配合完成某项任务。做科普也要凭兴趣，

希望管理部门充分考虑科学家的特点，让规则尽可能简单。”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3-11-17 第 1 版 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