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奉化龙津实验学校，科学老师马水娟与“蝴蝶”紧密结缘。作为一名高级教师、

宁波市名教师，马水娟自2019年调入该校以来，带领科学组在学校掀起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蝴蝶风暴”。她不仅通过科学课激发了孩子们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还通过跨学

科的实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龙 通讯员 乌雯雯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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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奉化龙津实验学校，
蝴蝶元素随处可见。教学楼连
廊上的蝴蝶装饰、专门饲养蝴
蝶的蝶园、展示蝴蝶主题手工
品的蝶馆，无不彰显着这所学
校与蝴蝶的深厚渊源。而这一
切，都离不开马水娟和科学组
的多年探索。

自1996年成为一名科学老
师起，马水娟已在科学教育领
域耕耘近三十年，对科学教育
的理念变革有着深刻体会。

“我刚入职时，科学教育更

注重知识的传授。单元检测、毕
业考成绩好，就意味着学生掌
握了知识，我也会觉得很开
心。”她回忆道，“但现在，我们
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马水娟的课堂上，学生
们常常会被有趣的实验吸引。
例如，在讲解小苏打与白醋反
应生成二氧化碳的课时，她会
用瘪瘪的保鲜袋作为反应容
器，让学生直观地看到保鲜袋
逐渐鼓胀的过程。她并不急于

给出结论，而是通过提问引导
学生思考：“生成的气体是什
么？如果不助燃且比空气重，就
一定是二氧化碳吗？”有时，一节
课结束后，学生们可能依然没有
得到明确的答案，但他们的好奇
心却被充分激发，课后会主动查
阅资料，寻找新的证据。

“知识更新速度很快，让孩
子记住一个结论可能只需要一
分钟，但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教育
的核心。”马水娟说道。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一种既古老又神秘
的生物——蝴蝶。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使
者，更在科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古人的蝴蝶情结与科学探索的萌芽

早在古代，蝴蝶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
人们的注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
作中提及蝴蝶，认为它们是灵魂的象征。而在
中国，蝴蝶更是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如“庄周梦
蝶”的哲学故事，反映了古人对生命、梦境与现
实的深刻思考。这些古老的记载，虽然带有浓
厚的神秘色彩，但也为后来的科学探索埋下了
种子。

17世纪，随着显微镜的发明，科学家们开
始更加细致地观察蝴蝶。英国科学家罗伯特·
胡克在其著作《显微图谱》中，首次详细描绘了
蝴蝶的翅膀结构，揭示了其美丽的微观世界。
这一发现，不仅让人们惊叹于蝴蝶的精致构
造，也为后来的生物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

二、进化论的见证者与遗传学的突破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震撼了科学界。
蝴蝶作为物种演化的典型例子，成了支持进化
论的重要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到，
蝴蝶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
存的生动体现。蝴蝶的翅膀图案、颜色和形状
的多样性，为研究物种适应环境和进化机制提
供了宝贵的素材。

进入20世纪，蝴蝶在遗传学领域发挥了重
要作用。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蝴蝶的遗传变异，揭
示了基因如何控制生物的形态和颜色。这些研
究为后来的遗传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人们
理解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现代科技与蝴蝶研究的深度融合

进入 21 世纪，现代科技为蝴蝶研究带来
了新的突破。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
家们能够深入解析蝴蝶的基因组，揭示其进化
的奥秘。同时，遥感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的应用，
也使得对蝴蝶迁徙和分布的研究更加精准和
全面。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深化了人
们对蝴蝶生物学的理解，也为生态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蝴蝶翅膀上的独特色彩和图案，也激发了材
料科学家的灵感。科学家们模仿蝴蝶翅膀的结构
和色彩生成原理，开发出了新型的防伪材料和高
效的光捕获材料。这些创新在军事、医疗、能源等
领域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蝴蝶与人类文化的交融及生态保护的
意义

除了科学价值，蝴蝶在人类文化中也有着
深远的影响。它们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也
是文学中的美好象征。在现代，蝴蝶保护成了
生态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建立保护
区、开展科普教育等方式，致力于保护这些美
丽的生物。蝴蝶的保护不仅关乎其自身的生
存，更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蝴蝶，这小小的生物，在科学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自然的美丽化
身，更是科学探索的见证者和启示者。

讲科学史

蝴蝶：
科学史上的翩翩舞者

主讲人：马水娟

校园里掀起一股

在马水娟的推动下，蝴蝶
饲养活动逐渐演变为一场跨学
科的“蝴蝶风暴”。她将蝴蝶饲
养与学校的科技节相结合，开
展了蝴蝶领养、蝴蝶介绍、蝴蝶
模特秀、蝴蝶风筝制作等活动，
让科学教育与语文、艺术等学
科深度融合。

学生们不仅通过科学课学

习蝴蝶的生命周期和习性，还
利用语文技能撰写小论文，用
艺术知识制作蝴蝶风筝和蝴蝶
时装。这种跨学科的实践，不仅
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还培
养了他们的综合素养。学校的
蝴蝶饲养活动也逐渐系统化，
形成了《蝶润童心》校本课程，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跨学

科学习框架。2022年，《蝶润童
心》被评为浙江省精品课程。

“我们希望通过蝴蝶饲养
活动，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
习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的探究
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马水
娟说，“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
跨学科的实践，让学生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2019年，马水娟调入龙津
实验学校时，学校的蝴蝶饲养
活动已经开展了两年。如何让
这项活动更具教育意义？马水
娟带领科学组的老师们开始了
新的探索。

蝴蝶饲养看似简单，但在
实际操作中，学生们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学生陈泫颖四
年级时，在饲养蝴蝶幼虫过程
中发现有几条幼虫突然死亡。
这一现象让她感到困惑。在同

伴的提醒下，她猜测可能是因
为在更换食物时用力拉扯了幼
虫，足部损伤导致死亡。为了验
证这一猜想，陈泫颖和同伴们
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活
体幼虫的腹足和尾足上有800
多个钩刺。而死亡的幼虫，足上
的趾钩出现不同程度损伤，尾
足甚至出现溃烂。说明足里的
肌肉因拉扯钩刺被拔了出来，
病菌进入足内，导致幼虫感染
死亡。

基于这一发现，陈泫颖撰
写了一篇小论文，建议同学在
饲养过程中减少对幼虫的触
摸，避免外力拉扯造成伤害。这
篇论文不仅展示了她的科学探
究能力，还体现了她在真实情
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蝴蝶饲养活动不仅让学
生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培养了
他们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和
写作能力。”马水娟说道。

跨学科：让学生感受学习的乐趣

养蝴蝶：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

科学课：有时过程比结论更重要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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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展示蝴蝶造型的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