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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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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宁波博物院“东方的起点
——宁波与西安：海陆丝绸之路跨时空对
话”展出的铜奔马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
件作品不仅以其生动的形象令人赞叹，更因
其背后蕴含的力学原理而显得尤为独特。

作为宁波博物院的小小文博人（讲解
员），我来讲讲这件兼具智慧与美感的瑰宝
——铜奔马。

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又被称为马踏飞燕、马
超龙雀等。它是国宝级文物，不仅是甘肃省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中国旅游标志，而
且被认为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者。

当我们凝视这匹四蹄腾空的骏马时，
不禁为其威严与灵动所折服。它仿佛正在
全力奔跑，冲刺向前，展现出一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然而，在这看似不可能的稳定姿态
中，却隐藏着精妙的力学平衡。正如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跑步或行走时，需要不断调整
身体重心以保持平衡，铜奔马中的马儿也
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原理。它的身体重心被
精心设计，确保在四蹄离地的瞬间，依然能
够维持整体的稳定。这种平衡感，就如同我
们在玩跷跷板时寻找的那个完美支点，既
考验了设计者的智慧，也展现了力学原理
的奇妙应用。

不仅如此，马蹄与飞鸟之间的接触点
更是体现了力与美的完美结合。想象一下，
马蹄以恰到好处的力度和角度踏在轻盈的
飞鸟背上，这需要多么精准的计算和多么
高超的技艺！正如我们在投篮时，需要准确
掌握力度和角度，才能将球稳稳送入篮筐。
铜奔马的创作者们，正是以这种近乎完美
的力学结构，赋予了这匹骏马以飞翔的姿
态，同时也让飞鸟得以承载这份重量，共同
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生动的画面。

铜奔马作为一件古老的艺术品，不仅
展示了古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无限创
意，更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深刻的力学之美
和艺术之魂。它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也
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份宝贵的财富，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
珍视和传承。

鄞州区江东中心学校
中山校区六年级学生 王思婷

在全民骑行热潮兴起的当下，夜间骑行安
全问题日益凸显。2023年夏季的一个傍晚，严
允昊亲眼见到一起自行车与汽车的剐蹭事故。

“那位骑行者打了手势，但后面的汽车司机
没看见。如果头盔上有个转向灯提醒后面的汽
车就好了。”这个场景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在学校科学老师、创客社团负责人李琦的
指导下，严允昊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研发历程。
他首先系统学习了基础电路知识，并深入研究
了现有骑行安全设备的技术特点。

“我希望设计一个既智能又经济的解决方
案，真正为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严允昊这样
阐述自己的设计初衷。经过不断改进，他最终
成功制作出“骑行智能转向头盔”。

这个“骑行智能转向头盔”由“头戴转向提
示”与“地面转向投影”两部分构成。第一代转
向头盔巧妙运用课堂所学的简单电路原理，实
现基础转向提示功能；第二代则突破性地加入
语音识别模块，用户只需说出“左转”“右转”
指令，头盔便能精准响应，让操作更加便捷智
能；而第三代系统则借鉴了一些车辆的迎宾
灯中汲取灵感，增添了车载转向投影设备，当
头盔发出转向信号时，地面随即投射出醒目
的转向标识，形成“头戴提示+地面投影”的双
重防护网。

“当我在户外测试时，还有骑行的叔叔阿
姨主动来询问我购买渠道。这让我很有成就
感。”严允昊腼腆地笑道。

嘿，爱动脑筋的小伙伴们！欢迎来
到「拍脑袋猛想」——这里不考标准答
案，只要你的奇思妙想！

看到路边的蒲公英，你会想到种
子传播的妙招吗？捏泡泡纸时，有没有
琢磨过它为啥这么解压？科学不只在
课本里，更在你灵光一闪的瞬间！

我们鼓励你：观察身边的小细节，
大胆假设，天马行空。哪怕想法像兔子
洞一样深，也尽管跳进来探索！你的

“猛想”，可能就是科学的起点！赶紧来
投稿吧！投稿邮箱：nbkexuejiaoyu@
163.com

■拍脑袋猛想

11岁男孩设计出“骑行智能转向头盔”

然而，发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研发初
期，严允昊就遭遇了电路稳定性的难题。由于
头盔需要在骑行颠簸的状态下持续工作，焊接
的电路经常出现松动，导致信号传输中断。为
此，他反复查阅资料，尝试了十几种不同的焊
接材料和固定方式，并无数次在不同颠簸路面
实验，测试电路在不同振动频率下的表现。加
入语音识别模块时，又面临指令误判、环境噪
声等问题。

严允昊表示：“这些都会干扰系统识别，我
就收集许多语音样本，调整识别算法参数，经
过不断地调试，才最终攻克难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智能头盔的造价仅
100多元。改造头盔的材料，有的是严允昊从
旧玩具拆下来的，有的是网上购买的。此外，他
还充分利用了过往参加各类科技赛事的“宝藏
库存”。“每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将剩余的电
子元件、传感器、LED灯等材料整理保存下来，
这些材料不仅节省了成本，更承载着我探索科
技的珍贵回忆。”严允昊笑着说道。

这个由11岁少年自主研发的智能骑行装
备，也是学校创新教育结出的硕果。鲲池小学
创客社团自2022年成立以来，鼓励学生发挥
想象力，动手制作各类创意作品。社团定期组
织各种创新项目和技术交流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新知识，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琦老师说道：“严允昊同学是创客社团
的核心成员，他不仅善于观察生活需求，更有
解决问题的毅力，他总能马上把想法付诸行
动，执行力很强。”

现任科学课教师余晓磊见证了严允昊的
蜕变，他补充道：“从课堂上积极提问的好奇宝
宝，到如今能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小发明家，
严允昊用行动证明了他对科学探索的热爱。”

严允昊读四年级时，还设计过一款“空调
背包”。“周末，我爸爸经常带我去爬山，但夏天
时背着背包就感觉很热，每次爬完山出一身
汗。我就想做一款可以给后背吹风的背包。不
过现在还只有一个模型，我想找到轻便的材
料，有朝一日真的能在爬山时使用上。”

“左转！”随着一声清晰的语音指令，头盔侧面的LED灯带瞬间亮起

橙色光芒，与此同时，地面投射出1.5米长的醒目转向箭头。这个充满未

来感的场景，来自宁波市镇海区鲲池小学五年级学生严允昊发明的“低

成本智能转向头盔”。

这项融合了声控技术、光学投影和物联网思维的创新设计，斩获宁

波市第8届中小学生创客大赛一等奖、第20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宁波赛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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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事故中萌生了发明灵感

造价100多元，材料从玩具中拆下来

李琦老师与严允昊合影。

展出的铜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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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飞燕的力学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