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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撞地球初见于20世纪80年
代英国科促会青少年部组织的青少年
科技活动，利用鸡蛋、降落伞材料、缓
冲包装材料等制作装置使鸡蛋撞地而
不碎。这个项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
深刻的物理原理，且能充分发挥孩子
们的创意。

该校科学老师汪灵芝介绍说：“我
们学校的比赛要求是，将一枚普通的熟
鸡蛋从三楼的高度自由落体至坚硬的
水泥地面，在保证蛋壳完好无损的同时，
还需要减轻保护装置的重量。在决赛时，
我们要对保护装置称重。这不仅是对材
料科学、力学原理的一次实践应用，更是
对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综合考验。”

设计过程中，孩子们的创意丰富。

有的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出
优雅的降落伞或滑翔翼，让鸡蛋缓缓
下落；有的则巧妙地运用缓冲材料，让
鸡蛋在层层保护中安然无恙；还有的
别出心裁，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
为鸡蛋打造了一个稳固的“避风港”。
孩子们敢于想象、勇于创新，可谓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家里，孩子们与父母一起头脑
风暴，从材料的选择到设计的构思，从
实验的尝试到方案的调整，每一步都
凝聚着家庭成员的汗水与智慧。在班
级里，因参与学生人数多，科学老师则
忙着进行初赛的评选。其中，503班全
员参与，班主任甚至要在课间拿出电
子秤，一个个给学生设计的作品进行

称重，好不热闹！
据统计，共有30名学生冲进了决

赛。在高空投放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
光都紧紧跟随着那枚小小的鸡蛋，心
中充满了紧张与期待。当鸡蛋最终稳
稳地落在地面上，未受丝毫损伤时，喜
悦溢满了每个人的心房。

30名学生中，只有7个学生的鸡
蛋碎了。在剩余的23名学生中，学校
又对去除鸡蛋后的装置进行称重，并
依次排名。最终，506班的陈奕璇获得
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陈奕璇在介绍自己的设计时说：
“我用两个苹果包装袋紧紧地包裹住
鸡蛋，再用一个塑料袋当作降落伞。其
实很多同学都想到了用‘降落伞’，有

的是用气球，有的用塑料袋。但我发现
在选择塑料袋时也有一定讲究，塑料
袋要大一点，这样缓冲时间长，可以让
鸡蛋掉落的速度减慢。但塑料袋的材
质也不能太软，太软的话就可能会‘降
落伞’打开失败，那鸡蛋就要碎了。”

汪灵芝老师表示，一般成功的作
品不仅轻盈美观，更在保护鸡蛋方面
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而失败的作品
往往都会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有的孩
子把鸡蛋放在一次性杯子里，杯子包
裹性不强，下降过程中若角度不对，就
容易脱离杯子，掉落出来。

孩子们需要在不断尝试中，开动
脑筋，进行改良。“鸡蛋撞地球”，撞出
了无穷的乐趣，也燃起了创新的火花！

今年10月，宁波市曙光小学
的科技节给五年级的学生布置
了一个充满挑战的作业，让学生
以纸为主材料，打造一座“惊世
桥梁”。

桥的制造，融合了大量的科学
技术、高端的制造工艺、美学的应
用等，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超级工
程。该校科学老师马央辉说：“中国
在造桥的造诣上独树一帜，很多高
难度问题都被攻克了，成就了一个
个奇迹。桥的样式各异，有桥面下
拱形、桥面上拱形、悬索、斜拉索
等，有跨江跨河的，有跨海跨峡谷
的，还有城市立交桥。为什么要用
这些样式，不同的跨越对桥的建造
又有什么独特的要求？它们背后又

有哪些原理呢？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引导孩子先做调查，再进行临
摹制作。”

为了让孩子们做得更专业、更
逼真，马央辉率先动手制作了跨海
大桥、拱形桥、立交桥等四种类型
的桥梁模型，其中，有孩子们熟悉
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赵州桥等。

马老师说，他每天上完课，有
空时就做一点，断断续续用了三
个星期的时间。“别小瞧了纸制模
型，不同的模型，它所蕴含的科学
知识、所需的动手能力并不相同，
是一项高端的技术活。我把它们
做出来后，孩子们就可以近距离
地观察桥的各种特征了。”马央辉
说。

挑战重力挑战重力

同学们制作的北盘江大桥模型。

鸡蛋撞地球，是许多学校科技节上的传统项目。近

日，在鄞州区甲南小学的科技节期间，五年级段推出了

“鸡蛋撞地球”的科学小设计实验活动，吸引了近百名学

生前来挑战。有孩子家长说：“我读高中时也玩过这个，

没想到现在还这么流行，真是经久不衰啊！”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缪小飞

鸡蛋鸡蛋撞地球

学生用一次性筷子制作了一个三角形支架学生用一次性筷子制作了一个三角形支架。。

北盘江大桥，跨越云南和

贵州交界的北盘江大峡谷，全

长1341.4米，桥面到谷底垂直

高度565 米，垂直高度和桥梁

跨度均属世界罕见，因刷新世

界第一高桥纪录而闻名中外。

近日，宁波市曙光小学

501班的五名学生历时20天，

用纸制模型“复刻”北盘江大

桥，在临摹制作过程中体会中

国制造、中国气概。此模型在

学校科技节进行展示时，得到

了学校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这些孩子们第一次尝试

就做出了如此精致的模型，是

如何办到的？其实，这背后还

有一位很厉害的科学老师。

有了老师的榜样，孩子们也干
劲十足！但制作纸桥，看似简单，实
则困难重重。首先，因为纸桥桥墩
无法插入桌面，纸桥的稳定性成一
个问题；其次，根据规则，桥面需要
承重十斤左右的重量，什么样的
纸、什么样的形状才可以承受这样
的重量？第三，如果制作大跨度的
桥梁，如何让每根“悬索”都拉住桥
面来承受重量呢？以上这些问题，
成为每位参赛者需要攻克的难题。
这些难题不仅涉及材料科学、力学
原理方面的知识，更是对学生创新
思维和动手能力的综合考验。

为了解决难题，孩子们积极动
脑，用了很多巧妙的设计来突破难
关。有的底部加一块纸板用来模拟
地面，便于桥墩的固定；有的用三
角形结构来增加稳定性；有的用拱
形来支撑桥面；有的用较厚的手工
硬纸板来做桥面；还有的别出心裁
用卯榫结构拼接纸板，来增加跨

度。
最终，501班的五位同学制作

的北盘江大桥模型在各项评比中
均得满分，获得纸桥组第一名的好
成绩。小组代表郑俊逸同学自豪地
介绍说：“我们用了斜拉索结构，还
在桥塔上增加了风力发电机，以保
证桥梁日常的供电。”

对于孩子们的创意，该校校长
何灿军感到十分惊喜：“这些设计
不仅展现了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
灵活运用，更体现了他们敢于想
象、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纸造模型项目，让孩子们经历
了从纸造到智造的过程，感受了科
学的魅力。何灿军表示：“这项活动
不仅培养了孩子的动手实践能力
与科技创新能力，还能深刻体会我
国建造师们的伟大与不易，民族自
豪感油然而生。”

一个充满挑战的作业

一群锲而不舍的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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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学生
用纸“复刻”

世界第一高桥

马央辉老师制作的城市立交桥。

马央辉老师马央辉老师
制作的杭州湾跨制作的杭州湾跨
海大桥模型海大桥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