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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科创
杨杨浦浦··

“我现在说一个绕口
令， 有没有人能理解———
人越来越像机器人， 机器
人越来越像人， 那么越来
越像机器人的人， 如何做
出越来越像人的机器人？ ”

伟德路悦悦书店内一
派热闹。 一场以“AI 智启未
来： 召唤杨浦未来科学家
式的人， 共绘数智秀带新
蓝图” 为主题的科普讲座
正在举行。

一头灰白短发、 身着
工装马甲、 戴着标志性挂
脖眼镜的“吴姥姥”———同
济大学退休物理教授吴於
人，站在实验台前，一边摆
弄着手中的物理装置 ，一
边用俏皮语调向观众说起
了绕口令。 台下，孩子们睁
大眼睛， 家长们举着手机
记录， 笑声和惊叹声此起
彼伏。

这是 “大学路美好书
店节·KIC 知识艺术节”系
列活动之一，也是“大 V 秀
杨浦”第二期活动，邀请到
B 站知识区百大 UP 主“不
刷题的吴姥姥”，带领观众
共同探索科技未来的无限
可能。 从电荷实验到人工
智能， 从科学精神到物理
本真， 吴姥姥用她一贯的
“不刷题 ”风格 ，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

13位杨浦学子入选“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
近日，2025年上海市“未来科

学家” 培养计划学员名单揭晓，杨
浦共有 13名学子从激烈竞争中脱
颖而出，成功入围这一汇聚全球顶
尖科学教育资源的高端培养项目。

“参与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
让我对科研有了更坚定的追求。 ”
谈到科创实践，上海民办兰生中学
谈为霖颇有心得。聚焦农药残留问
题，谈为霖积极投身农药清洗剂课
题研究。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了解
各类农药特性，筛选适配的清洗成
分。 从实验室的反复配比，到模拟
果蔬清洗实验，不断优化清洗剂配
方，只为提高清洗效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汤能
壹已经连续三年入选全国“未来科
学家” 培养计划， 并评为“优秀学
员”， 连续两年参加顶尖科学家论

坛，与顶尖科学家交流学习。“创新
不仅顺应国家发展的需求，更让我在
探索中收获无尽的快乐。接触前沿知
识，既明确方向，又深知前路艰难。课
题研究过程中， 每一次的科创评审，
让汤能壹从一个腼腆的孩子，成长为
能够自信表达的“小科学家”。未来，
汤能壹计划将现有功能整合到智能
眼镜等配饰中，借助多模态大语言技
术，助力皮肤健康研究。

“我的科学探索研究启蒙于
初中阶段，通过市、区级研究员的
学习和学校学科知识的学习，在心
中默默埋下了科学探究的种子。 ”
上海杨浦高级中学黄子越介绍道。
进入高中后，课题研究的体验又为
黄子越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通过
发现问题、探究方法、整理数据以
及分析总结等一系列工作，加深了

他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杨浦双语学校凌祯晔的科研

路始于他对“坐月子喝猪蹄汤”这
一习俗的好奇。 在做科创项目《现
代科学与传统习俗的碰撞———增
加动物脂肪摄入对子代学习记忆
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又学到了不
少东西。设计问卷、查阅文献、开展
动物实验，体会到了科研的严谨性
和系统性；从每一个数据、每一次
观察都需要认真对待，他学到了耐
心与坚持；该项目获得上海市青创
大赛一等奖，让他更加坚定了对科
学的热爱。

“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已推
进至第三年。一批批杨浦优秀学子
走上这个更广阔的舞台，得到全方
位的锻炼与茁壮成长。

（杨浦教育）

从从实实验验室室到到直直播播间间
一一位位退退休休教教授授的的““破破圈圈””之之路路

“纸片是不带电的， 为什么
我能用这根橡胶棒吸起纸片？ ”
讲座现场，吴姥姥掏出一块毛皮，
一边用力摩擦一根橡胶棒， 一边
看向台下的孩子们。随后，她将摩
擦过的橡胶棒靠近桌面， 几张碎
纸片被轻松吸起， 附到了橡胶棒
上，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有孩子举
起手问，“它带电了吗？为什么？”

重要的不只是现象， 还有看
到现象后的好奇心。 正如吴姥姥
所说，科学不是一个“正确答案”
而已，而是问出的那一句“为什
么”。 引导孩子们“问出来”，并
作解答，是她创建“不刷题的吴
姥姥”账号的初心。

“科学需要一种理想主义。”
吴姥姥举了个例子，“现在，一些
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核聚变的研
究，其实这是很难的，他们的投入
最快也要几十年以后才能有回

报，但他们为什么愿意去做？这是
一种情怀，一种理想，一种为人类
做贡献的决心。 ”

吴姥姥想要将这样的科学家
式理想，“栽种” 在孩子们的心
中。

她的故事从童年就染上了科
学的色彩。 吴姥姥的父亲是新中
国的第一代航天工作者， 家中堆
满科技书籍和图纸。 耳濡目染之
下，她考入同济大学物理系，毕业
后留校任教，一教就是四十余年。
然而，她发现许多学生“学得苦”
———他们能解出复杂的题目，却
对物理现象背后的原理一知半
解，也没有兴趣。“刷题刷出了高
分，却刷丢了好奇心。 ”

为了让学物理也能 “快乐”
起来，2009 年， 临近退休的吴姥
姥牵头创立了“上海市青少年科
技人才培养基地同济大学物理实

践工作站”， 希望让孩子们通过
动手实验爱上科学。然而，工作站
成立初期仅收到 3份申请， 甚至
有家长听说“不和考试挂钩”后
转身离开。

“科学教育不该是背书和考
试啊！”吴姥姥没有放弃。她和团
队利用周末组织“假日物理俱乐
部”， 带着孩子们用扫帚模拟磁
场、用硬币演示共振，逐渐吸引了
一批真正热爱探索的孩子。

2018 年，吴姥姥与同济大学
博士后关大勇联合 10 位教授、

博士， 共同成立 “不刷题俱乐
部”， 开始尝试用短视频传播科
学知识，最初团队成员只有三人。
2020年，他们拍摄的一条用鸡蛋
解释惯性定律的短视频意外走
红，播放量突破百万。“原来大家
不是不喜欢物理， 而是没看到物
理的有趣！ ”这给了团队以信心。

如今，“不刷题的吴姥姥”全
网粉丝超 1400 万， 单条视频最
高播放量达千万次，这位 73岁的
“银发知播” 成了无数孩子的科
学启蒙者。

““不不刷刷题题””背背后后
开开启启一一条条探探寻寻科科学学趣趣味味的的旅旅途途

“为什么叫‘不刷题’？ 因为
科学不是背出来的，而是‘玩’出
来的！ ”活动现场，吴姥姥反复和
孩子们强调，“刷题能教会你公
式， 但实验能让你理解公式为什
么成立。 ”

她还记得， 曾接到过一位偏
远地区科学老师的电话：“孩子们
喜欢实验课，但期末要统考，只能
背书应付。”这让吴姥姥既心酸又
无奈。 物理课本该是培养探索精
神的乐园，现实中却难以做到。 她
认为， 过度依赖标准答案和应试

训练，正在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青少年，应该是对世界最具

有好奇心的年龄段。”吴姥姥说出
了她心中的教育之道，“当孩子问
‘为什么’时，要引导他们自己找
答案。 科学教育的本质，是教会他
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

如今，“不刷题俱乐部”的线
下基地———智勇科创实践基地，
已经成为青少年科学梦想的孵化
器。基地内设有生态实验室、人工
智能工作室等真实科研场景，立
志于用十年、 二十年陪伴孩子从

兴趣走向志趣。
在吴姥姥的实验桌上， 不总

是看着“高大上”的实验设备。她
的很多实验道具是生活中最常见
的物品。

这是因为“不刷题”团队的
核心方法论： 将高深的科学原理
转化为生活化的趣味实验。 在吴
姥姥的视频中， 扫帚能解释磁场
分布，锅盖能演示声音共振，甚至
一颗煮熟的鸡蛋也能成为讲解惯
性的教具。“物理就在生活中，缺
的只是一双好奇的眼睛。 ”吴姥

姥口气轻松。
视频里，她常对粉丝说，“听

话哦，回家试试这个实验！ ”这种
“接地气”的科普方式，不仅吸引
了孩子， 甚至让许多成年人重拾
对科学的兴趣。

“我是带着孩子来的， 她快
要上初中了，会接触到物理，我想
先让她培养起兴趣爱好。 ”一位
家长张女士在科普讲座后表示，
“没想到连我自己都听入迷了，
吴姥姥的教育方式连我们成年人
都很受用。 ”

播播种种未未来来
点点燃燃学学生生心心中中好好奇奇的的火火种种

智勇科创实践基地总部位
于杨浦区，从同济大学走出来的
吴姥姥，对杨浦也有着深厚的感
情。 “我们团队中很多人都来自
同济大学，在周边学习、工作、生
活，也见证着这里的发展。 杨浦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情怀。 ”

如今，“不刷题” 团队从线上
走到线下，走进大学路后街的伟德

路，走进悦悦书店，似乎让科学的趣
味离孩子们更近了。在吴姥姥看来，
将科普活动办进实体书店，几乎是
一种必然。“每次到大学路，都会看
到很多年轻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
生态。这里还有很多书店，它们本身
就是传播知识的媒介，而科普活动
的举办，会给书店带来新的活力。 ”
如今，吴姥姥走进大学路，更折射出

了杨浦区独特的文化氛围， 以及
“让科学扎根城市”的雄心。

作为首批国家创新型城区、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科
创中国”试点城区，杨浦正构建
“实验室 -高校 -企业 -社区”
多方联动的创新生态，为产学研
一体化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智
勇科创基地内，全体系、全流程

的科创服务，见证着无数人“兴
趣到志趣，志趣到志向”的蜕变
之路。 吴姥姥说：“杨浦不缺资
源，缺的是点燃好奇的火种。 ”

正如吴姥姥所言：“刷题培
养考生，提问才能诞生科学家。 ”
在这条“数智秀带”上，一场关于
科学与未来的播种，正悄然破土。

(上海杨浦)

“不刷题的吴姥姥”走进大学路
用科学实验“唤醒”未来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