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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用趣味性资源，开展新课导入

《智造将来》节目努力去挖掘和老百姓日
常生活元素相结合的趣味性资源，这些资源集
声、形、色、意于一体，将复杂深奥的科学知识
以其独特的可视性，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让
青少年观众兴趣盎然、脑洞大开，极大地激发
了内在的学习动机，可以运用到新课导入中
去。比如神奇“美容液”——“铠”、火眼金睛的

“猎瞳”、智能机器人“敖小八”等。
笔者在《塑料、纤维和橡胶》一课中就运用

了《智造将来》第一期《涂料“铠”》视频进行导
入。具体如下：

师：同学们，今天在学习新课内容之前，让
我们一起来观看一段有趣的视频。

播放《智造将来》第一期《涂料“铠”》中的
一段视频：四位嘉宾分别用锤子、平底锅、凳子
等坚硬的物体，现场用力击打喷涂了“美容液”
的碟子、陶瓷、奶瓶、杯子等易碎品，结果都完
好无损。学生全神贯注地观看，不时发出阵阵
笑声。

师：为什么易碎品敲不碎？
生：嘉宾用力敲下去时，这些喷涂后的易

碎品都弯曲变形了，所以不易敲碎。
师：说得很好，这种神奇的“美容液”——

“铠”，就如铠甲一样能对物体产生强大的防护
力，让这些易碎品更具柔韧性，但它不是一种
金属材质，是目前非常先进的一种超韧性聚合
涂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今天的课题高
分子人工合成材料“塑料、纤维和橡胶”。

二、利用故事性资源，进行情境教学

《智造将来》讲述了一些科技人员造福人
类的动人故事，如“微风”和“微尘”这对残疾夫
妇的感人爱情故事、3D打印技术成功保住少
女“子墨”腿的故事、一张“反渗透膜”背后的故
事等。这些故事可以作为情境教学的素材，运
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培育学生的科学意识与科
学精神。

笔者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一课中就
运用了高从堦院士投身海水淡化事业的故事
开展情境教学。具体如下：

师：地球上的水虽然储存量很大，但是真
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并不充裕，很多国家和
地区长期处于缺水状态，人类面临“水荒”。我
们先来了解一下地球上水资源的状况，地球表
面覆盖约 71%的水，以海洋水为主，仅有 2.53%
是淡水资源，而这些宝贵的淡水中很大部分是
人类目前还不易利用的冰川水和岩层深处的
地下水，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只占全部淡水资
源的0.3%。那么怎么办呢？

生：加热海水汽化冷却、发展高科技开采
地下水、海水淡化……

师：是的，海水淡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
这项工作异常困难，我国有一位科学家为此奋
斗了一辈子。下面来听听关于他的故事，然后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你们了解故事中提到的这种海水淡化基
本原理吗？这种方法的推广关键要攻破怎样技
术难题？我们能从科学家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播放《智造将来》节目中关于介绍我们海
水淡化科技项目的视频。节目在外景拍摄中，
选取了浙江省嵊山镇作为典型事例，跟踪记录
了这里的渔民从吃水难到全国首家海水淡化
站在当地建立之后，家家户户都能享用自来水
的过程。嵊山人喝水大问题的解决是海水淡化
技术造福人类的一个缩影，海水淡化核心技术
就是反渗透膜的成功研发，这一张膜的背后是
中国工程院高从堦院士 50 年如一日的辛劳积
淀。上世纪 60 年代，传统的蒸馏法进行海水淡
化耗能高，美国率先实现了用反渗透膜法脱除
海水盐分制淡水，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费用
极高，大约是其成本的 10 倍，所以大学毕业以
后高从堦院士，就立志要从事反渗透膜研发技
术，让这个技术产业化、国产化，从那时起，他
始终没有离开过膜技术科研一线。

生：高从堦院士这辈子，脚踏实地，认认真
真，用心做好一件事，为国家做贡献，真的太伟
大！我们要立志为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勇
于实践。

三、应用创新性资源，实施项目教学

《智造将来》介绍了许多创新科技，如编程
猫、少年“化学员”、科技少女团等，这些资源可

以作为科学探究的重要素材。
笔者在一节科学探究课上就利用了第六

期“科技少女团”视频开展项目教学。具体程序
如下：

首先，组织学生观看“科技少女团”视频。
这是一支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创客团队，她们
先后研发了智能产水器、费油转换器、“嗅鼻
儿”智能检测模块、海洋垃圾回收系统4项创新
产品，这些产品都致力于解决食品安全、环境
保护等问题［2］。

接着，引导学生思考“智能产水器”的净化
过程，按此思路设计一个简易式净水器。要求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探讨制定一个以家乡
水资源为主题的 STEM 研究项目。以小组为单
位，在家乡不同水域采集水样进行深入分析，
期间可以运用所学知识，用PH试纸、沉淀过滤
等实验方法，记录现象和收集数据，形成初步
水质检测报告［3］。

最后，学生报告简易式净水器的设计过程
以及产品使用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智造将来》的节目资源不
是拿来即用，而是要根据教学目标与内容，有
针对性、有目的地对视频资源进行截图、剪辑
加工和处理，适时适量地运用到具体课堂教学
中来。适时是指注意节目资源引入的最佳时
机，或用于新课导入时，或用于授课环节中，或
用于兴趣拓展课；适量是要掌握视频资源播放
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控制在10分钟以内，
留下来的时间供教师讲解、学生思考和内化。
教师在视频播放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反应，给
予恰当的点拨和说明，充分挖掘资源的教学价
值，将学生置于一个可以感知的情境中，让学
生带着问题深入学习，拓展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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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科学利用科技节目资源的
教学策略探讨

——以《智造将来》节目为例

海曙区高桥镇中学 蔡蕾艳

当今社会，科学知识渗透到时代的每个角落，个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对自身参与民
主决策的能力、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生活质量、健康状况都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通过大众电视、互联
网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已然成为时代呼声［1］。

浙江卫视于2019 年1月6日起每周日21：10播出的一档《智造将来》节目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该
节目将科普知识搬到了演播室，由科研专家、主持人和特邀嘉宾一起共同探讨科学话题，每期向观众
呈现当今中国最前沿的科技创新项目。从节目播放效果看，该类科技节目有利于激发青少年的好奇
心和学习热情，有利于唤醒青少年的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非常适合青少年观看。为此，笔者利用这
些资源在课堂中进行教学实践。

■基金一览

公募基金2019年报陆续披露，根据

工银瑞信各基金年报信息统计，2019年

该公司旗下基金合计为投资人赚取利

润达345亿元，并有55只基金盈利分别

超过1亿元，包括工银医疗保健、工银核

心 价 值、工 银 金 融 地 产、工 银 上 证

50ETF、工银双利A在内的多个投资方

向共10只基金盈利分别超过10亿元。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成

立以来旗下公募基金累计利润回报超过

1000 亿元的基金公司仅有 10家，作为

2005 年成立的国内首家银行系基金公

司，工银瑞信后来者居上，自成立以来已

累计为持有人赚取了逾1200亿元的利

润回报，位居全行业第7位。

黄 杰

工银瑞信15年累计为投资者赚取超1200亿

投资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为进一步打击违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行为，切实净化社会环境，维护人民币作
为国家“名片”的信誉和权威。中行镇海分
行组织辖内各机构开展“正确使用人民币
图样”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行采用厅堂电视播放视频
宣传、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转发宣传、对厅
堂等候客户点对点宣传等多种方式。厅堂
员工在客户等候时间主动向客户讲解日常
生活中如何让爱护人民币和非法使用人民

币的处罚规定，使客户认识到非法使用人
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加强了客户对人民
币的了解与认知。尤其对中老年客户点对
点进行宣传“爱护人民币、正确使用人民币
图样相关知识”，号召公众自觉抵制以各种
形式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及银行字样的祭
祀用品。中行镇海分行把正确使用人民币
图样宣传工作作为一个工作常态，有效宣
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使用人民币图样，切
实维护人民币形象。 钟 航

中行镇海分行组织开展“正确使用人民币图样”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