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中山市

“ 大手拉小手——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进校园”

科普宣讲活动科学家简介

第二轮选课时间：2022年3月14日10：00开始（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上课时间：3月21日-3月25日

科学家：白武明、石磊、徐德诗、刘定生、孙万儒、陈贺能、郭传杰、李建军、狄增如、胡健民、陈光南



陈光南 力学、材料科学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金属物理、材料力学、应用激光、以及先进制造工艺力学等

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应用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发明创造金奖”、中国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项奖励，以及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企业协作配套先进个人”和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

生导师”等荣誉称号；2019年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建国70周年纪念章。

一、声音趣谈（适合小学、初中）

1.人的听觉很难感知低于20赫兹的物体震动，耳边轻轻煽动手掌使其
频率只有1赫兹，但也能清晰地听见由此引起的声音，为什么？

2.人声带振动能够发出美妙的声音，可当气球中的气体冲击类似声带
结构的气球口时，产生的振动却很难听，这又是为什么？

3.捂住耳朵听自己说话能听的更清晰，这是为什么？听自己的录音，
总感觉有点走样，而听别人的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这又是为什么？

4.“狮吼功”到底是真是假？现实生活中能实现吗？

二、生活中的力学问题（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1.风产生的振动不仅可以发声，还可能产生破坏，当风速超过音速甚

至能产生震耳欲聋的音爆。你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吗？

2.水滴石穿原来有气泡的功劳，除了穿石，气泡还可以轻松啃噬螺旋
桨，这是为什么？

3.钢铁有的很软，有的很硬削铁如泥，有的弹性超常，有的刚柔兼备
可以用来修铁路建桥梁筑大坝，有的还可以调整软硬以适应各种不
同环境……你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吗？

四、几起重大事故的材料力学解读（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1.泰坦尼克号邮轮，万吨钢铁巨轮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2.美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海峡大桥，被毁于最大不过19米/秒的微风，这是怎
么回事？

3.的彗星喷气客机正式运营不久便连连莫名地在空中解体，是谁在作怪？

4.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西北口正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突然倾覆。本人参与
了该事故的溯源与定性，这里与大家分享其中的“捉妖”故事。

六、社会需求与科技创新（高中、大学）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线科研人员，时常会遇到社会各相关部门的紧急求援，

解决这些难题往往时间紧迫责任重大，而且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这迫使

我们必须另辟蹊径突破传统思路，因而产生新的思想方法和相应的发明专利。

本讲座将结合实例与听众分享其中新思路和新方法的诞生过程以及攻关克难

的酸甜苦辣。

五、桥的力与美（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从力学和材料的视角分析各式桥梁的结构特征和使用场合

三、3D打印冷思考（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3D打印”技术真的无所不能吗？作为一项新技术它究竟新在何处？
其技术难点和局限性是什么？如何正确发展该项技术？本讲座将以金
属材料为例讨论这些问题。

新
增



白武明 地球物理学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高温高压地球动力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高温高压专业委员会主任。一直从事地球动力学计算机数值模拟和高温高压矿物物理的研究。获得“赵九章青年科技 

奖”。主要著作《地球动力学》《岩石圈物理学》等。

一、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地震、火山和地球（ ）
观察、实验和综合分析是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过程。地震、火山和地球上的构造活动是受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控制。在认识地震、火山的过程中，出现过多种学 

说。大陆漂移的学说源于人们对地球表面海陆分布的观察，地幔对流的理论受到了物理学实验的启发，海底扩张的模型得益于对海底地形的测量，板块构造学 

说则是集这些观察、实验、分析和研究结果之大成。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几十亿年的地球生命中，地壳一直在持续的运动，不断的进行拼合和分离。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和奇妙的景观。火山、 

地震、海啸乃至气候变化都和板块的运动密切相关。高原的隆起、盆地的演化、山脉的形成等许多自然现象都受板块运动的制约。

通过对于地震、火山活动等地球动力学现象的认识过程，讲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发展规律，用科学研究的实例说明：科学就在我们身边，科学发现的机会是留 

给有准备的人的。

二、地球的过去、今生与未来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它的形成和演化是太阳系演化的一部分。地球上的水、大气和矿物都同宇宙和太阳系的演化密切相关。板块运动反映了地球现今活动最 

显著的特征。

通过对地球演化过程中水、大气和地壳的生成和发育过程的讲述，介绍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历程和主要方法。

三、地球内部探秘（适合初中、高中）
地球内部的结构和物质成分是地球的最基本的组成。人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探索地球内部的秘密？地震对地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恰恰是地震产生的地震波给 

我们带来了地球内部结构和组成的信息。地震波被称为照亮地球内部的一盏明灯，人类对于地球内部结构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地震波所携带的信息。我们将讲述 

人们如何利用地震波传播的方法探索地球的内部结构和寻找地球内部的矿产资源。

地球内部物质处于高温高压的极端条件下，物质的物理性质随着压力和温度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高温高压实验是了解地球内部物质组成重要和直接的手段。 

将讲述如何利用高温高压实验探索地球内部物质组成。

四、地球的年龄（适合初中、高中）
地球的年龄有多大？人们对地球年龄的认识过程充满着戏剧性。结合高中生物理和化学学习的内容，通过分析不稳定同位素的衰变过程，介绍同位素化学测年 

的不同方法和最新地球测年的结果。

介绍碳14定年方法在考古和古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石 磊 航天技术、科学精神

一、神奇的载人航天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 天有多高，登天有多难；

2. 载人火箭有什么高智商的绝活；

3. 载人飞船返回如何突破鬼门关；

4. 揭开“太空卧室”的秘密；

5. 奇特的动物航天员；

6. 航天员怎样“炼”成；

7. 太空失重生活的乐趣和烦恼；

8. 欢迎进驻中国空间站。

二、探秘月球（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 说说月亮那些事，掀开月亮生死档案；

2. 游览月山月海，走进月上“名人村”；

3. 谁说月球引力小，各国奔月为哪般；

4. 探、登、驻，人类探月三部曲；

5. 绕、落、回，嫦娥工程三步走；

6. 奔月险关重重，嫦娥如何飞进月宫；

7. 登陆月背，玉兔不辞辛苦；

8. 月面挖土，中国载人登月会当有期。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团长。

中国航天报社原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科普作家。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国防科普委员会副主任。 

从事航天新闻出版工作30多年，长期研究航天发展历史，多次参加导弹、火箭、卫星研制发射的新闻报道，全程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神舟一号到 

神舟六号飞船研制发射的采访，策划组织中国火箭发展历程、载人航天工程和嫦娥工程的科普图书编写，担任“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研究 

组组长，见诸书、报、刊近千万字，写作航天科普图书30多部，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三、向火星进军——“三”字经浅释“天问”探火三、（适合初中、高中）

1. 奔火上映

2. 中国探火

3. 天问一号

4. 火星小车

5. 长五火箭

6. 踏平坎坷

7. 天问看火

三国演义 

三大任务 

三位一体 

三个绝技 

三宝在手 

三道难关 

三美景观

四、走近科学大师钱学森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 一个中国人的骨气——“我宁肯毙了他，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

2. 一个科学家的豪气——“外国人能干，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3. 一个大学者的底气——“卡门—钱”公式享誉世界；

4. 一个纯净人的心气——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五、揭秘中国导弹、火箭（适合初中、高中）

1. 航空和航天有什么区别；

2. “两弹一星”中的“两弹”是什么弹；

3. 中国为什么要搞“两弹”；

4. 东风导弹家族及其海空兄弟；

5. 台湾黑猫中队的覆灭；

6. 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7.美国为什么阻止中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 

航天强国不是梦。



刘定生 遥感科学与技术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团长。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科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副站长，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副主任；曾兼任国际对地观测卫星委员会信息系统技术与服务子工作组主席，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 

遥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

长期从事遥感技术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发表各种论文和报告100余篇。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遥感与我们的生活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从天气预报到保障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遥感已无形的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想必你一定想知道，遥感是什么？卫星遥感可以看到地球上的什么景物？遥 

感还可以做些什么？

本讲座将结合一幅幅精美的遥感图像与动画、视频，深入浅出地介绍什么是遥感，重点展示遥感的各种精彩绝技，看看航天遥感是如何展现“千里眼、火眼金 

睛”的能力，带领小学生们走进航天遥感的神秘世界，展示遥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二、揭开航天遥感的神秘面纱（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从太空看我们的地球，都看见了什么？在美丽的地球上，自然界以及人类的活动，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壮观的景色；在太空中，这些景色会呈现什么样 

的形状，给我们什么启迪？

航天遥感以其“千里眼与火眼金睛”的能力，赢得了科技“鹰眼”的光荣称号。但什么是遥感？遥感主要包含了哪些绝技和有哪些特点？遥感是如何模拟乃至 

超越人类眼睛的观察能力的？遥感技术还可发挥什么作用？本讲座将结合一系列美丽的遥感图片，通过比拟、对比及动画和视频的展示，逐步揭开航天遥感的 

神秘面纱。

三、卫星遥感技术探秘 三、 （适合初中、高中）
什么是遥感？卫星遥感是如何在太空中获取各种目标物信息的？遥感是如何实现以及包含了哪些特殊的技术？本讲座将结合各类遥感卫星及一系列遥感图像及 

其特点，循序渐进地探索各类遥感技术的奥秘，介绍航天遥感系统的构成，解答人们对于卫星遥感的种种疑惑，展示卫星遥感在农业、林业、地质等各行各业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四、卫星遥感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适合初中、高中以上的学生）
卫星遥感具有探测范围大、获取信息多、快速准确、客观真实等特征。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信息在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农作物长势监测与估产、地质找矿、土地利用、重大自然灾害监测、到环境变化的监测与评估、……等众多领域，卫星遥感都发挥了哪些作用？

本讲座将在简要介绍遥感技术概况，尤其是各类遥感技术特征与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应用案例，介绍卫星遥感在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徐德诗 地震与防灾减灾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原中国国际救援队领队。长期从事防震减灾技术管理工作，曾任天津市地震局局长、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司长、震灾应 

急救援司首任司长。曾多次赴国内外地震现场应急救援，2001年受命主持组建我国第一支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并带队参加首次国内、首次 

国际地震紧急救援行动。曾获“五一”劳动奖章以及科技进步奖。

一、你做好灾害应急的准备了吗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通过图片、视频，和学生一起识别自然灾害，认识以破坏性地震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危害和特点，结合应对震灾的真实案例，学习地震基础知识、 

讨论增强自救互救能力的相关措施，推动学知识、立意识、勤参与、增能力，为应对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做好准备。

二、不畏天灾，科学应对（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以近年国内外地震巨灾为主的自然灾害为例，介绍有关地震灾害的基础知识及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地震应急救援实例，探讨增强公众忧患意识、 

防灾意识、应急意识，正确认识社会热议的地震问题和掌握以避震、开展疏散演习为主的自救互救方法。

三、走近灾害，远离灾难（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从众多自然灾害中，认识地震灾难是群灾之首；学习公众关注的相关地震基础知识和科学问题，如地震成因、三要素、预测、预警及造成人员 

伤亡等灾难的原因等。

分析最新地震案例，商讨科学应对地震、减轻灾难的理念、方法，探讨公众关注的诸如预防、应急、避险、救援等地震安全问题;研究国内外 

地震灾难应对实践的经验教训，建立科学减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防震减灾新思路。

四、紧急救援，崇高使命（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本讲座将和听众一起以最新国内外地震紧急救援为实例，走近地震灾害、灾害现场及其紧急救援。探讨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商讨科 

学应对地震、减轻灾难的理念、方法，查寻国内外紧急救援的由来、发展、应对实践的经验教训，探讨紧急救援理念、科学救援技术和案例， 

充分认识紧急救援的崇高使命，紧急救援的主要内容，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紧急救援志愿者。

五、公共安全与守护生命（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关注公共安全问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分析以地震为主的自然灾害造成灾难的原因，认识理解“知识可以守护生命、 

准备可以守护生命、沉着冷静守护生命”。

六、地震与地震预警（适合初中、高中）

回顾中国部分重要地震的有关启示，讨论地震预警由来、技术依据、问题分析及其发展趋势。



孙万儒 微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从事与微生物有关的生物技术研究，参与 

我国北方生物工程中试基地筹备与建设，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首先在国内开 

展手性化合物和手性药物生物合成研究，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发表论文90多篇，专著4本，科普著作4本。获多项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及 

中国科学院奖，以及北京市、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科普先进个人奖。

一、生物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适合初中、高中）
本讲座包括六个现代生物技术专题，以科学家研究经历为引导，结合科学原理、应用、最新发展和未来，以及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生活及社会发 

展的影响，展现科学的魅力和科学人生。

二、微生物是敌还是友（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人们一听到细菌、病毒就会感到厌恶和恐惧，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疾病和死亡。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微生物又会怎样。本讲

座包括七个专题，分别介绍微生物及其特性与我们的生活和生态世界的关系。

三、我的健康我做主（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社会在进步，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人们却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吃，如何生活，怎样对待疾病和健康，社会上存在很多误区。本讲座包括 

四个专题，分别介绍相关的科学原理和知识，希望给听众的健康与生活一些帮助。

四、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适合初中、高中）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可为绿色产业、循环经济、新能源开发、生态 

环境改善作出重要贡献。本讲座包括四个专题，可帮助公众坚强对对我国当前的发展政策的理解。

五、发现、发明与创新实践（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依据本人的科研体验和经验，结合在科技大赛做评委的体验，以及科学史上一些典型的事例，介绍如何准备和开展课外科技探究活动，培养必 

备的科学素质。

六、病毒之谜（适合初中、高中）
结合新冠病毒疫情的泛滥与防控，设计了病毒之谜，冠状病毒惹的祸和新冠病毒还在狂三个专题，深化公众对病毒的了解，加强防控意识，保 

护大众健康。



陈贺能 物理学、核物理学、新能源

中国科学院高级工程师。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工程专业。曾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任教，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和科学仪器研制中心做研究。曾在荷兰FOM原子分子物理研究所研究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里的运动，计算并预测其空间运动轨迹，提出并 

论证了新型离子质量分析器，研制了新型真空紫外电离型离子源，还与荷兰学者一起设计了测定高空大气污染情况的质谱分析仪。回国后任中 

国科学院新技术开发局项目主任、高技术发展局副总工程师，并派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科学院驻港机构工作十多年，参与了激光技术应用 

项目的研发。

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列举科学家求真务实探索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多个实例，分别阐述以下科学精神的内涵：  

1.理性精神，科学实验、逻辑推理、理论演绎；

2.求真精神，即使提出假设也要有科学依据, 对造假零容忍；

3.务实精神，寻找证据, 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4.实证精神，证实、证伪；

5.探索精神，“质疑”“批判”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6.合作精神，强调跨学科合作,偏科学习不可取。

二、练就基本功 成就科学梦（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通过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成就的多个案例，向青年学子阐述：要想成就自己的科学梦，必须对世界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永远不要停止细心观察与思考；大胆展开 

想象；掌握理性的科学思维、实证的科学方法。

三、像科学家那样思考与探索（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列举现代科学家进行探索和创新的许多新的实例来说明“科学精神”的内涵，介绍现代科学家是怎样思考，怎样探索，怎样工作的，使听众认识创新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

四、清洁能源科技新知（适合初中、高中）
联系普通物理学相关知识点来介绍风电，光电、核能发电的前沿进展，以及它们发展中的问题、并网后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动向。 

简略介绍其他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人造太阳”技术基本原理及研究进展。

五、核电安全技术与核电的未来 （适合初中、高中）
1.核能是清洁能源吗？

2.铀基核能发电的问题在哪里？

3.福岛核灾难之后，人类（特别是我国）为何依然选择发展核电？

4.今天的第三代核电站设计和运行有安全保证吗？

5.介绍第四代核电技术中的钍基核电技术新发展。

六、现代科技让生活更美好（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根据现代科技新发展随机组织内容，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现代科技的进步，鼓励听众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成为开拓创新的栋梁。



郭传杰 化学、科学管理、科学精神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期从事高分子化学、计算化学研究，在化学研究及创新战略领域获中 

科院及国家科委一、二等科研成果奖 7 项，发表论文140余篇，编著或主编《计算化学的方法与应用》等书籍 10 余部。1997 年任中国科学 

院党组副书记，2003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第六届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 

事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一、一个元素的科学传奇（适合初中、高中）
它是生命的基础元素，也是最久远、最现代的神奇材料。在地球上存在的所有元素中，唯它能构成众多的明星分子，屡屡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 

本讲座不仅帮你知其然，也与你共同追寻所以然。

二、新材料王国：寻奇与探秘（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材料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识。新材料王国里纳米材料、复合材料、智能材料等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本讲座以案例带你寻 

访新材料前沿的奇景，并初步解析新材料与化学、物理及计算技术的密切关系。

三、化学：世界因你而恐惧还是精彩（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随着三聚氰胺等化学品频频进入新闻，社会上有点谈“化”色变。怎么看？怎么办？化学真是可怕的吗？本讲座通过有趣的案例和大量知识， 

不仅为化学正名，而且为你展示化学在生活、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科学大家为人治学的小故事（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讲座人以从事科学研究及科技管理近50年的经历，与你分享自己亲历、亲见或亲闻的国内外科学大师为人治学的精彩故事。这些饱蕴科学家精 

神的故事，真实有趣，给人启迪。

五、科技，是什么？（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人人都说“科技”，都知道科学技术很重要。可每个人真的都很了解科技吗？本讲座包括四个内容：究竟什么是“科技”？你所不知道的科学 

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是柄双刃剑；新科技革命与当代前沿。

六、科学思维与领导决策（适合初中、高中）
决策离不开科学思维。本讲座通过大量鲜活的实际案例，介绍三类主要的科学思维，即：理性思维（助你从平凡走向优秀）、系统思维（助你 

从低端走向高端）、创新思维（助你从优秀走向卓越）。最后，与你一起探讨提升科学思维决策能力的若干方法。



李建军 古生物学、恐龙

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博士，一直从事以恐龙为主的古脊椎动物学的科研、科普和展览等工作。主要研究恐龙足迹，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  

专著3部；并主持过大型野外恐龙化石的发掘工作，著有《生命的历史与恐龙时代》等科普著作和科普文章；完成了国内20多个自然类博物馆 

地质古生物展览的内容设计和布展指导工作。2011年和2013年两次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曾获中国古生物学会颁发的首届“杨锺健科学传播 

奖”，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一、恐龙灭绝原因探讨（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什么是恐龙？理清恐龙的概念，许多叫龙的古动物都不是恐龙，比如鱼龙不是恐龙，翼龙也不是恐龙。那么什么是恐龙呢？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恐龙是在哪 

里发现的吗？

2.剖析恐龙灭绝原因的几种假说，每种假说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同学们自己判断。

3.列举地质历史期的其他几次生物灭绝发生的时间和规模之后，科学家惊奇地发现现在又进入了一次新的生物大灭绝时期。要避免人类步恐龙后尘，我们必须 

保护环境。

二、恐龙足迹讲述的远古故事（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恐龙足迹的形成：给大家展示一些精美的恐龙足迹。令人奇怪的是有很多恐龙足迹不是下凹的而是凸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恐龙足迹与恐龙骨骼化石最重要区别，就是恐龙足迹是恐龙活着的时候留下的，所以恐龙足迹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恐龙活着时候的故事。

3.分析几个案例，根据不同的足迹组合复原恐龙时代的情景。可以根据同一个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节是脑洞大开的时候，学生可在此展现自己的分析 

能力、发挥聪明才智。

4.恐龙足迹的野外考察：野外对恐龙足迹的研究方法，了解古生物工作者野外的艰辛和乐趣。

三、恐龙是怎样变成鸟的（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发现恐龙：恐龙发现的历史，是谁最早把那些庞大的爬行动物叫做恐龙的？

2.恐龙有哪些类群：不是所有的恐龙都演变成鸟了。通过化石分析一下，是哪种恐龙演变成了鸟？

3.什么是鸟？给鸟下一个定义是不容易的。

4.在我国辽西地区发现的化石，清楚地证明了恐龙向鸟类的演化，鸟就是恐龙。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吃的鸡蛋、鸭蛋都属于恐龙蛋。

四、从古生物学的角度看恐龙（适合初中、高中）
1.介绍古生物学——古生物学是地质学和生物的交叉学科；

2.恐龙在古生物分类中的位置及恐龙的定义：恐龙属于脊椎动物亚门爬行纲，但不是所有的古爬行动物都属于恐龙，有很多虽然被叫做“龙”但它们并不属于 

恐龙；

3.恐龙在古生物中的作用：恐龙由于个体大、数量少，显得十分珍贵，但是在地层对比中不如三叶虫、菊石等无脊椎动物所起的作用标准。但是恐龙在生物进 

化方面所提供的信息在古生物研究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4.恐龙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包括恐龙的最新分类方法、鸟类到底是不是恐龙、以及恐龙灭绝的原因等。



胡健民 地质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造山带构造变形与构造演化研究。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全国区域地质调查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地质调查局“特殊地区地质填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并组织推进我国特殊地区地 

质填图试点工作，主持完成1:50000地质图近100幅。先后参加我国第22次、29次南极考察及中智南极合作考察。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 

专著4部。获部委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曾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杰出地质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一、地球沧海桑田的神奇演变（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地球上主要岩石类型的特点以及它们的身世；

2.谁是地球沧海桑田之变的制造者：

3.什么魔力让最初形成时是水平形态的沉积地层，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直立、倾斜、弯曲、褶皱的模样？什么魔力让本应深藏地下的花岗岩都跑 

到地表上了；

4.地质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什么用处。

二、亲历南极，探索地球演化奥秘（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南极的自然之美；

2.东南极和西南极有着天壤之别；

3.南极曾经是地球上超级大陆的核心；

4.南极与南美大陆之间德雷克海峡打开之谜。

三、揭秘名山胜景的由来（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精美的山石会唱歌，它们各自演唱着关于地球环境演变的古老故事。

1.为什么说“恒山如行，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岳独如飞”？

2.为什么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国名山奇观是怎样形成的？

3.破译西部雅丹地貌、红层地貌、波浪谷，南方丹霞地貌、岩溶、石林等美丽景观的形成之谜； 

跟我一起探奇当地的地质公园。



狄增如 系统科学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系统科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系统 

与控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科学、复杂网络、生物和社会中的群体行为、心脏的工作机理等。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SCI论文140余篇，担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系统与控制纵横》杂志副主编，国际学术杂志编委等。2016年获第三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理论贡献奖。

一、鸟群的飞翔（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视频观察鸟群的飞翔；

2.鸟群飞翔的机制是什么：介绍关于鸟群飞行的基本认识——Boids 

模型简介；

3.人群以及其他群体的行为；

4.通过相互作用了解复杂系统。

二、蝴蝶效应――混沌现象简介（适合初中、高中）
1.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谈起——人类对行星运动的认识、开普勒定律 

以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2.牛顿定律带给我们的确定性的世界——拉普拉斯的世界观；

3.加上月亮会怎样——三体问题以及天气预报；

4.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蝴蝶效应；

5.我们生存在混沌的边缘。

三、美丽的分形（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英国的海岸线到底有多长；

2.山脉、菜花、树木——分形的结构特点；

3.数学里的美丽分形；

4.分形的艺术设计。

四、网络小世界（适合初中、高中）

1.六度分离——通过几个人你能联系到普京；

2.世界到处都是网，网络都是小世界；

3.刻画你在网络中的地位；

4.网络的作用——萨达姆是如何被发现的。

五、从系统的视角看心脏（适合初中、高中）

1.心脏猝死——生命的杀手；

2.心脏是如何工作的；

3.心脏功能的系统认识——螺旋波；

4.从还原到综合集成。



课题汇总

序号 教授名称 课题 适合人群

1 白武明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地震、火山和地球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地球的过去、今生与未来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地球内部探秘 适合初中、高中

地球的年龄 适合初中、高中

2 石磊 神奇的载人航天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探秘月球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向火星进军——“三”字经浅释“天问”探火星 适合初中、高中

走进科学大师钱学森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解密中国导弹、火箭 适合初中、高中

3 刘定生 遥感与我们的生活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截开航天遥感的神秘面纱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卫星遥感技术探秘 适合初中、高中

卫星遥感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适合初中、高中以上的学生



序号 教授名称 课题 适合人群

4 徐德诗 你做好灾害应急的准备了吗？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不畏天灾，科学应对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走进灾害，远离灾难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紧急救援，崇高使命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公共安全与守护生命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地震与地震预警 适合初中、高中

5 孙万儒 生物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适合初中、高中

微生物是敌是友？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我的健康我做主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适合初中、高中

发现、发明与创新实践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病毒之谜 适合初中、高中



序号 教授名称 课题 适合人群

6 陈贺能 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练就基本功，成就科学梦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像科学家那样思考与探索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清洁能源科技新知 适合初中、高中

核电安全技术与核电的未来 适合初中、高中

现代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7 郭传杰 一个元素的科学传奇 适合初中、高中

新材料王国：寻奇与探秘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化学：世界因你而恐惧还是精彩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科学大家为人治学的小故事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科技，是什么？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科学思维与领导决策 适合初中、高中



序号 教授名称 课题 适合人群

8 李建军 恐龙灭绝原因探讨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恐龙足迹讲述的远古故事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恐龙是怎样变成鸟的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从生物学角度看恐龙 适合初中、高中

9 胡健民 地球沧海桑田的神奇演变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亲历南极，探索地球演化奥秘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揭秘名山胜景的由来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10 狄增如 鸟群的飞翔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蝴蝶效应——混沌现象简介 适合初中、高中

美丽的分形 适合小学、初中、高中

网络小世界 适合初中、高中

从系统的角度看心脏 适合初中、高中



序号 教授名称 课题 适合人群

（新增）11 陈光南 声音趣谈 适合小学、初中

生活中的力学问题 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3D打印冷思考 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重大事故的材料力学解读 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桥的力与美 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社会需求与科技创新 适合初中、高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