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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时刻
来，一起动手
□方  芳  张  川
  参与学校  合肥市翡翠学校  合肥经开实验学校  合肥市习友小学
    有人说，想要培养中国的科学家，应该让孩子们拥有探索的环境，和科学家一样学习知
识。学生学习的最佳方式是动手实践，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好奇心、探索欲会被激发出来，形
成发自内心的兴趣，在完成制作的过程，相关的知识也就学会了。学会探索，才能培养创新
能力，而创新正是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基于此，本报联合高新区一家创客空间，组织了一次
创新探索之旅。来自本报经开区的近60位学生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走进创客空间，了
解3D打印技术，组装、试飞无人机，再来一场智斗士智能竞技赛，玩得不亦乐乎。

比一比，看谁最快
在活动现场，最受学生记者们欢迎的项目，要数无人机组装与试飞了。看，大家跃跃欲试的
小眼神儿。动手组装之前，创客空间的工作人员先给大家详细讲解无人机的工作原理等相关
知识。学生记者在知晓无人机的原理及应用之后，就正式进入组装环节啦！
学生记者王霁，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觉得很有趣。“第一次自己动手组装无人机，还挺
兴奋的。遇到不会的地方，我就看看说明书。我觉得这可以开动大脑，还能锻炼动手能力，
你看这个零件，很小的。”和王霁一样，学生记者王越、苏晨曦都在低头摸索着，实在搞不
懂就去问爸爸妈妈，或者请教工作人员。看大家认真的模样，仿佛是在暗自较劲，比一比谁
最先组装好，比一比谁组装的无人机最先飞起来，比一比谁的无人机飞得最高……
“呀，我的飞起来了。”伴随着一阵笑声，王越组装的无人机，率先飞起来了。其他学生记
者投来羡慕的眼光，但依然没停下手中的活儿。大家都在努力着，即便试飞多次没有成功，
也不放弃。最终，一架、两架、三架……看呐，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飞起来了。

学一学，了解新知
什么是3D打印技术？带着这个疑问，学生记者走进了多媒体室。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3D打
印机功能、种类、安装与操作的过程及原理。原来，3D打印技术是利用光固化和层叠等技术
的最新快速成型装置。它与普通打印工作原理基本相同，打印机内装有线材、液体或粉末等
“打印材料”，与电脑连接后，通过电脑控制把“打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
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
哦……原来3D打印机是这样工作的。工作人员讲得认真，学生记者听得入迷。“同学们，发
明创造不仅仅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的成就，只要多思考多动手，小学生也可以有自己的发明
噢。”在工作人员的激励下，大家信心满满，对科学的兴趣愈发浓厚。
在活动现场，陈家乐的妈妈说，她和陈家乐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挺有意
思，孩子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课外知识，动动手动动脑，挺好的。”

赛一赛，友谊碰撞
接下来，智斗士智能竞技赛开始啦！首先裁判宣讲比赛规则，参与选手分立场地两端，通过
操控场地内的比赛器材，按照近似橄榄球的规则，进行组队对抗。
“看我的厉害！”“哼，别想进球，我来挡！”……比赛中，学生记者不停转动手中的遥控
器，灵活控制场地上的智能小车左转右移。岳胤泽首先进球，大大鼓舞队员的士气。“这个
游戏我是第一次玩，比较注重团队协作能力，还有动手操控的能力。其实，我和其他队友同
校不同班，平时交流比较少，这次组队比赛，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觉得挺好。”他还说，
平时在学校，自己有学一些编程小游戏，可以开拓思维，也能缓解一下学业压力。
一起来探究
遇到难题，求教工作人员
学习3D打印技术

百科小补丁
螳螂捕鱼
听过螳螂捕蝉，你见过螳螂捕鱼吗？不久前，科学家们第一次记录了一只祈祷螳螂捕捉和吃
鱼的情景。这只雄性祈祷螳螂长度为5.6厘米（2.2英寸），于去年3月在位于印度卡纳塔克
邦的屋顶花园中被观察到。
连续五天，它每天都会来到花园里的植物盆栽水景中，栖息在漂浮在水面上的睡莲和水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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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叶子上，然后把爪子伸入水中，每天抓住并至少吃两条孔雀鱼，观察显示，它在五天
期间共捕获九条鱼。
以前曾有各种记录表明螳螂会捕获各类小型生物，如鸟类、蜥蜴、青蛙、蝾螈、老鼠、蛇和
乌龟。然而，并非所有这些说法都经过科学验证，或者它们是由受控环境中的人引起的。相
比之下，这是第一份非常严谨的关于捕食螳螂的科学报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察结果证实了单一无脊椎动物物种，可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理
论，因为螳螂正在吃孔雀鱼，它还表明，螳螂具有出乎意料的良好夜视效果，因为所有捕捞
都发生在日落或深夜。
更重要的是，昆虫在多天内不断返回同一地点的事实可能表明螳螂拥有复杂的认知技能，包
括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文图节选自网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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