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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
婷婷）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激发青
少年的科学梦想和创新热情，营造宁
波“院士之乡”的科学教育氛围，2024
年宁波市中小学生小小科学“家”活动
第二季启动，邀请广大中小学生暑假
期间积极参与。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教育局、宁波
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一共设置
了3项活动，分别为家庭实验室我创
建、“神奇脑洞”我主创、自然笔记我来
做。

●活动参与方式：
打开甬派客户端——找到“教育”

频道——点击智创小小科学“家”活动
（第二季）——选择相关活动项目——
提交活动成果即可。

●活动投稿截止时间：
2024年8月31日24时。
●活动说明：
学生应对所提交的反映活动成果

内容的资源、图片和视频的真实性负
责，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如有抄袭和弄
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评奖和媒体报
道资格，并对抄袭和弄虚作假情况给
予通报。

活动结束后，宁波市科学教育指
导中心将对各活动项目评出的优秀作
品颁发奖状。

智创小小科学“家”第二季启动

“我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夏
天会去草丛里找蛐蛐，因为蛐蛐
会唱歌，我可以顺着歌声去寻找
它们……”台上，李於言的分享充
满童趣，一下把大家拉回到夏天的
蛙鸣蝉噪中。

推开昆虫世界的大门，就在不
经意间：褚南钦是在一部叫做《微
观世界》的纪录片中找到比动画片
更吸引人的奇妙天地；施则行因为
和一只中华大刀螳的偶遇，“开始
打造我的家庭生活昆虫馆……”

因为简单而纯粹的喜欢，三位
昆虫少年展现出如今为人啧啧称
道的品质：

他们有像海绵一样的学习力。

还不识字时，李於言就听完了法布
尔的《昆虫记》，如今正在“啃”大学
教材《普通昆虫学》；当家里的书不
能满足褚南钦对昆虫世界的渴求，
他就拉着父母走到户外；施则行走
得更远，从神农架到西双版纳，从
肯尼亚到婆罗洲……用脚步丈量
世界。

他们有敢于打破常规的创造
力。施则行从2019年开始“虫虫文
学”的创作，将观察到的昆虫行为
及时记录，对了解到的昆虫知识进
行想象加工，创作出《虫虫圆梦
记》；2022年，李於言在抖音、小红
书等网络平台开设“寓言同学”账
号，录制昆虫科普视频，短短一年

多涨粉30余万；今年5月，褚南钦
和他的小伙伴在学校举办了一场
昆虫展，展出的上百种标本中，绝
大部分是他们亲手捕获或繁育成
功，继而制作成标本的。

他们有像灯塔一样的引领力。
褚南钦是周尧昆虫博物馆最早一
批“小小昆虫饲养员”，同时还为游
客进行解说，被称赞为“满级小孩
哥”；施则行经常走进图书馆、少科
院、学校开展公益科普与阅读讲座；
李於言与周尧昆虫博物馆的老师
一起开展昆虫科普活动，“大家对昆
虫有恐惧感，是因为不够了解。我希
望通过我的科普，让大家了解昆虫，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自然。”

三位 分享逐梦故事

7月12日上午，鄞州周尧昆虫

博物馆，2024年宁波市关爱“小候

鸟”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宁

波的三位昆虫少年分享了他们的

逐梦故事。

这三位昆虫少年分别是：13岁

的施则行，出版过儿童科普读物

《虫虫圆梦记》；11岁的李於言，是

拥有近 40 万粉丝的科普视频博

主；10岁的褚南钦，举办过昆虫展。

笑容羞涩，偶尔还会有些紧

张，这是站在台上的他们；神情专

注，滔滔不绝，这是台下围着昆虫

标本的他们。从台上的羞涩到台

下的投入，他们对昆虫的热爱，清

澈而鲜活，深深感染围观者，激荡

起探索自然、热爱生命的涟漪。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石承承

这是记者在现场留意到的一
个细节：总有孩子喜欢趴在昆虫培
养箱前，跟着昆虫一起“发呆”。时
间久了，父母忍不住将他们拽走。

“我这次三科全优，成绩比上
次有进步。”启动仪式开始前，褚南
钦和记者分享。他说，在和昆虫交
朋友中，他学会了“克制”，一定先
保证学习，才能有更多时间去做自
己喜欢的事。

看来，即便已经是“别人家的
孩子”，有时也不得不面对“兴趣与
爱好该如何平衡”的难题。

“一开始没有阻止，但也没有
支持。”褚南钦的妈妈说得很实在，
直到她看到褚南钦写的一篇作文，

如何通过观察蚊子的习性，找到更
高效拍死蚊子的方法，“发现他懂
挺多，才意识到他是真喜欢。”

给孩子的兴趣“多一点时间”
是三位昆虫少年的父母不约而同
的选择。李於言的妈妈也提到，刚
开始他们很担心那些不知名的昆
虫伤害到孩子，“但没有阻止，而是
悄悄去查百度，看对人有没有伤
害。”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摆在父母
面前的这道选择题更难作答，需要
父母不断克服来自外界和自己内
心的挣扎、焦虑。李於言的妈妈说，
家里尽量保证孩子每周都能有一
到两天开展户外活动，“很多家长

知道我们没有报学科补习班，都挺
意外的。”

或许，相比拔尖的成绩，父母
替孩子考虑得更多。如今的施则行
已经是一名初中生，而他的父母依
旧选择坚定地陪着他。“经常接触
大自然的孩子，性格往往更加开
放、开朗，抗压能力也更强。”施则
行的妈妈说。更何况，学习不一定
要在课堂上，不一定要在书本里，
也可以是在自然这座永远学之不
尽的学校里。

事实上，在陪着孩子一步一步
向前走的路上，父母收获得也很
多，最起码不再那么害怕昆虫，甚
至也觉得它们挺可爱、挺有趣。

倡导中小学生走进自然博物
馆、动物园、植物园，观察自然、记录
自然，并以手写、手绘的形式做一份
自然笔记。比如植物笔记、动物笔
记、天文观察笔记等。

1.创作要求：自然笔记用图画、
文字、数据等形式在A4纸上呈现。
包含时间、地点、天气、记录人、主题
等内容，能体现学生科学探究的过
程。请家长或老师帮助孩子将纸质

作品进行电子扫描。
2.成果形式：电子扫描纸质资料。
3.活动评价：由专家评出优秀

作品20个，优秀作品分期在甬派、现
代金报《科学教育周刊》展示。

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在家庭
阳台、书房、车棚、院子等地方开辟
一个进行科学探究和实验的空间。

1.创建要求：
（1）有场地有布置：实验场地可

通过科普、科技书籍、科学家、科技
类图片及一些实验器材做适当布
置。

（2）有实验活动器材：根据实验
室实验主题配备实验所需的相关材

料，提倡用家庭中常见的材料作为
实验器材，如纸杯、塑料瓶、吸管、剪
刀等，若有条件也可购买一些相关
器材。

（3）进行主题实验活动：根据场
地和所配置的器材用文字列出2个
以上可进行的实验名称、简单操作
方法和原理解说。并录制学生亲自
在家庭实验室做1个实验的视频，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有简要的讲解。声

音和画面要清晰（包含学生自己简
单讲解实验原理），学生穿着要得
体，实验过程要完整。

2.成果形式：文字资料、图片与
视频。视频录制不超过3分钟，横屏
录制（画面比例尽量使用16:9，100
兆以内）。

3.活动评价：由专家评出优秀
作品20个，优秀作品分期在甬派、现
代金报《科学教育周刊》展示。

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科
学、科幻相关的故事、小说、散文等，也可
以是关于科学、技术、未来的奇思妙想。

1.创作要求：
（1）主题与文体：主题不设限，

文体不设限。

（2）内容相关性：提交的作品应
围绕科学或科幻领域的故事、小说、
散文等，或涉及关于科学、技术及未
来的创新想法。

（3）文学与艺术性：作品需体现
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一定

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作品字数控制
在800字以内。

2.成果形式：文字资料。
3.活动评价：由专家评出优秀

作品20个，优秀作品分期在甬派、现
代金报《科学教育周刊》展示。

“神奇脑洞”我主创活动二

自然笔记我来做活动三

昆虫少年分享成长故事

给父母的一道“选择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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