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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仰望浩瀚星空，总能被璀璨星辰
震撼；而在肉眼难及的微观世界里，同样藏着
一片“星辰大海”——那就是形态万千、功能
各异的微生物。这些微小生命就像宇宙中的
星辰，虽个体渺小，却以磅礴之力影响着地球
生态、推动着人类文明，更在科学探索的长河
中闪耀着独特光芒。

暗夜中初现微光

古埃及人酿酒时，酵母如同神秘酿酒师，
将谷物转化为琼浆；中国先民制作腐乳、酱
油，霉菌与细菌默默赋予食物独特风味。但因
当时的认知局限，这些发酵、腐败现象常被视
为神秘力量的作用。直到17世纪，列文虎克
手持自制显微镜，对准雨水、牙垢，才让这些
隐秘的“世界居民”第一次显露身影。他的惊
鸿一瞥，如同划破夜空的第一缕曙光，为微生
物科学探索指明方向——原来在微观世界
里，藏着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密码。

群星闪耀的破晓时刻

19世纪，微生物学迎来破晓时分，巴斯
德与科赫如同双子星，照亮了微观宇宙的研
究之路。巴斯德通过“鹅颈瓶实验”的精妙设
计，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推翻“自然发生说”，证
明微生物是由现存微生物个体繁殖产生；他
发明的“巴氏消毒法”，则像为人类健康打造
的防护罩，至今守护着全球食品安全。科赫提
出的“科赫法则”为鉴定病原菌提供了科学依
据。这些理论突破让微生物学从零散观测走
向系统研究，指引着后世科学家对微生物功
能展开更深入的探索。

微观生命的应用革命

20世纪以来，电子显微镜、基因测序等
技术的突破，让微生物研究进入了“分子时
代”。科学家们不仅能够深入解析微生物的基
因组，还能对其代谢途径进行改造，使微生物
在医疗、环保、能源等众多领域大显身手。在
医疗领域，科学家利用大肠杆菌生产胰岛素，
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研发新型药物，助力攻
克疑难病症；在环保领域，光合细菌能高效处
理污水，一些微生物还可降解塑料污染物，守
护绿水青山。

微生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今，微生物科学已经广泛渗透到各个
领域，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例如，利用工
程菌生产药物、降解污染物，或是通过调节肠
道菌群治疗疾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
家们正尝试通过前沿技术，进一步挖掘微生
物的潜力，优化微生物的功能。这些研究不仅
关乎科学的进步，更与人类健康、生态平衡息
息相关。从列文虎克的惊鸿一瞥，到现代科学
家的基因解码，微生物始终是推动科学发展
的核心力量。这场跨越数百年的微观探索之
旅仍在继续，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个实验，
都在为人类打开通往未来的新大门，引领我
们探索更加广阔的未知领域。

她从生活场景出发
带领孩子探秘微观世界

“尽量少给学生留笔头作业，平时所有课都来实验室上。”这是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科

学老师江刘的教学秘籍。入职9年，她两次带领孩子们在省科创大赛斩获大奖。

多做实验，从生活中理解科学的奥妙，这是她一直的坚持，也是她多年来带领学生探

索微生物世界、从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缩影。

“挑食的洄水如何实现高效
而经济的培育？”这个听起来专业
的研究课题，出自一群小学生的
科技创新项目。在江刘老师的指
导下，孩子们发现家乡养殖场常
用的鱼苗饵料“洄水”（富含草履
虫的水体）价格昂贵且易变质，于
是萌生了自主培育的想法。

他们对比了稻草、茶叶渣、酸
奶等9种培养液，最终发现酸奶、
牛奶、高浓度茶汤效果最佳，成本
仅为市售产品的十分之一。“孩子
们把研究成果分享给养殖户时，
那种成就感比获奖更珍贵。”江刘
回忆道。

这份获得第36届浙江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的研
究，背后是师生们为期四个多月
的坚持。孩子们在江刘的指导
下，完成了数百次培养液配制、
显微镜观测和数据记录。“9种不
同的培养液平行配置，定时观
察，整个过程很烦琐，也很辛
苦。”

而这样的探索从未停止。
“五年级时，我发现有同学经常
腹痛、便秘、腹泻、呼吸道和皮
肤过敏。我就是过敏性鼻炎，江
老师也常过敏，需用药。我们也
经常服用含益生菌的药物来缓
解。”王志宁，是《益生菌在胃里
的“花样”旅行》研究小组的成

员。他和小伙伴发现，酸奶中含
有多种益生菌，夏季学校也有
采购，更是天天喝，但仍有同学
遭受腹痛和过敏等问题。问题
的根源出在哪里呢？

去年，在江刘老师的带领下，
新一届学生开启了《益生菌在胃
里的“花样”旅行》研究。孩子们用
数码显微镜观察7种酸奶中的益
生菌，用多类不同浓度梯度人工
胃液与酸奶混合做实验研究，结
合不同益生菌耐酸特性，分析活
性，最终发现餐后2.5—3小时是
饮用酸奶的最佳时机。这项兼具
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研究，再次斩
获省科创大赛大奖。

少留笔头作业，课堂多做实
验。江刘说，不管实验好不好做，
甚至没有实验的科学课，她都会
把孩子带到实验室上课。“实验对
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习的过程，也
是一个解压的方式。”江刘说，孩
子们开心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会
增加。

九年来，她指导的学生多次
在区、市、省赛事中获奖，但更让
她自豪的是孩子们展现的成长。
一位曾经对科学学习缺乏兴趣的

孩子，在参加微生物研究项目以
后，开始主动用更多的时间去学
习课内和课外的科学知识。“他妈
妈告诉我，孩子现在回家会主动
查科学资料了。”这样的转变，正
是江刘最珍视的“奖项”。

这种教育情怀源自江刘自身
的经历。作为非工科出身的科学
教师，她坦言遇到过知识瓶颈，却
因此更懂得陪伴学生“从零开始”
的珍贵。从深圳的创客培训，到北
京的科技辅导员研修，再到美国

的 STEM 培训，她不断充实自
己，只为给学生们打开更广阔的
视野。“老师也要保持好奇心，和
学生一起成长。”

如今，岳林中心小学的科创
教育已结出硕果：无线电测向队
将科技与体能完美结合，无人机
项目开启空天探索，近三年学生
市级以上科创获奖超百项。而江
刘依然坚守在实验室那一方天
地，带着新一批孩子观察显微镜
下的生命律动。

开罐36计、水果催熟实验、
厨余堆肥研究……回顾江刘的教
学，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项目记
录着她独特的教学理念。“科学不
该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解决
实际问题的工具。”她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

在她的课堂上，吸管能变成演
奏《欢乐颂》的乐器，过期的酸奶可
以用来喂养草履虫。即便课时紧

张，她也坚持让所有科学课在实验
室进行。“虽然准备实验要花双倍
时间，但孩子们亲手触碰科学的那
一刻，什么都值得。”江刘笑道。

她指导学生们用吸管和硅胶
塞制作简易管箫，通过手机调音
软件调试音准，这个融合了声学、
工程学知识的项目，不仅登上工
程教育国际交流会，更让许多“五
音不全”的孩子第一次奏出了完

整乐章。
这种做中学的理念延伸到了

课外。江刘在学校的支持下，建立
了微探究+项目化的分层培养体
系：低年级学生观察植物生长，中
高年级则挑战创客编程、无人机
航拍等进阶项目。她像一位科学
导游，带领孩子们从熟悉的生活
场景出发，逐步深入奇妙的科学
腹地。

源自生活的科学探索

实验室就是游乐场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成长

讲科学史

显微镜下的星辰大海：
微生物科学发现之路

■主讲人：江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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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刘

辅导学生改进乐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