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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慕明：
科学公民需要具备AI的能力

“未来数十年，不会是AI取
代人，而是会用AI的人取代不会
用AI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
们要考虑教育内容和模式的变
革。”蒲慕明在谈到人工智能未
来应用前景时表示。

对于教育来说，传统教育的
“授业”，重视的是专业教育，即
学一个行业所需要的能力。他
认为现在要改成通用技能教
育。“老师要从教授知识转变成
传授给学生自我学习求知的能
力，教导学生如何学习、如何求
知、如何解答问题。”AI时代，教
师的功能从教育的主导地位转
向辅助地位，教材会越来越多样
化，使用新的辅助教材、新型互
动慕课、虚拟现实技术，将是未
来可以预见的教育模式变革。

另一个变化则是中小学和
高校的课程——AI 应该成为同
语文、数学一样的基础必修课。
个性化的教育尤其重要，AI会让
教育因人而异得以实现。

蒲慕明表示，在AI时代，科
普教育应成为继续教育的主要
模式，不断接受继续教育才可以
适应新的环境、实现职业转型。
科普工作是科学家回报社会最
直接的方式，而什么才是最好的
科普切入点？他认为，质疑、讨
论公众关注的科学问题，以此作
为切入点来做科普，能够引起大
众的兴趣。

“AI时代不缺乏科学信息，
科学信息甚至是泛滥的而非缺

少的。科普不应仅仅只是提供
材料和信息，而是从专家的角度
帮助公众获得较准确的信息，培
育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公民。”
他表示，科学公民在未来需要具
备使用 AI 的能力：有辨伪的能
力，能助力引导、管控AI发展的
机制，使AI更符合社会的需求。

曾小勤：
要让科学家主动出圈
“要让科学家主动出圈，让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愿意主动走
到聚光灯下，走入大众视野。”上
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曾
小勤在2025上海科技节科技传
播大会上这样表示。

在他看来，传播科技就是传
播知识的火种。曾小勤的科研
生涯是从一粒微小的材料种子
开始的，他研究的是先进镁合金
的智能设计，这是轻量化、强韧
化、绿色化的理想材料。“每当我
向青少年讲述如何用算法预测
一个尚未诞生的材料，他们眼中
的光亮总让我意识到，原来科技
传播不是科研之外的事情，而是
科研之中的升级。”

曾小勤认为，科技传播的本
质是与未来的人才共赢，在高校
里做科研是在拓荒，而在高校里
做科普是在育人，传播什么样的
科技创新故事，就会影响什么样
的拔尖人才。“你传播的是钱学

森航空救国科技报国的故事，培
育出来的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大地
的新时代青年；你传播的是黄旭
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的坚守，培养的就是胸怀‘国之大
者’的科技工作者；你传播的是王
振义攻克白血病的故事，吸引来
的就是关爱人民生命健康的医学
守护者。”他说，“我们种下怎样的
科学故事，就决定了10年、20年
后是否会成长出一代真正与祖国
同向同行的科学家。”

在上海交通大学，不仅有校
长、院士获得科普杰出人物奖，
还有23位青年科学家担任中小
学科学副校长，一对一指导推进
中小学的科创工作。曾小勤说，
做科普不能只为发表，更要为启
发。真正的科技传播不应停留
于知识搬运，而要做科学思维的
播种机。而作为大学，更应与城
市共育科普生态。

在问号里成长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

学校的初二学生陆熠的科创生
涯，来源于她的艺术实践。她学
习古筝演奏已经九年，每天练琴
的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问题
——不管是演奏，还是移动琴码
调音，都很容易遇到琴码突然倒
伏的现象，这也被“筝友”们称为

“跳码”。
古筝为什么会“跳码”呢？

陆熠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上网
查询后发现没有什么可靠的解
决办法，又翻查文献发现其他的
西方乐器如小提琴、钢琴都有很
完备的理论研究，但古筝却没有
系统的理论研究时，她决定自己
尝试去做点研究。

通过物理学的分析，陆熠初
步构建了古筝“弦-码系统”在演
奏及调音时的力学模型，总结出
了古筝“跳码”的原因，也提出了
一些预防跳码的方法。在研究
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

问题——古筝琴板与琴码的贴
合状态，会对古筝音色有什么影
响？除了木质琴码外，其他材质
的琴码是不是也会对音乐有影
响呢？不断地“追问”让陆熠的
科学探索再次延续。去年，她再
次开启了新的科研课题。

虽然科创之路不长，但陆熠
觉得，正是喜欢对各种事情打一
个“问号”，再不断去求证的过
程，让自己一次一次得到了成
长。

发问成为起点
陆熠的“追问”故事，也在

2025上海科技传播大会科创教

育分会上，被分享给了其他小伙
伴们。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首位
穿越北冰洋的女船长白响恩同
样分享了自己以“问号串联梦
想”的故事，让张江集团中学八
年级的学生何睿阳很是兴奋。

他的科创生涯起源于自己
的近视，因为日常要佩戴OK镜进
行视力矫正，他发现OK镜的日常
清洗过程很繁琐，“为什么这么
麻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精确细致，最好是自动清洗呢？”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这样，他在老师的指导
下，开始了探索过程。最后，利
用人体硅胶制作的仿生手指，解

决了清洁便捷性的问题，又能避
免对镜片造成损害。“我觉得不
能害怕发问，也不要小看问问
题，因为日常生活中一个微不足
道的问题，其实都等待着一种解
决方案，这才能让大家不断进行
科学探索。”何睿阳告诉记者。

有趣的是，青年科学家、华
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教授戴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给出了同样的看法。戴升在
学生时代，对一个基础知识产生
了好奇，“我是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我们专业有一个基础
知识，即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
排列组成的，我就感到了好奇，

因为原子是一个硬球，它又是怎
么能够堆垛起来的呢？”正是这
样的好奇，让他开始聚焦于微观
结构的研究，并一直读到了博
士。“现在回想，这个最初的发
问，是激发我做科研的一个起始
点。”

让问题播下种子
青年与少年，是科学的未

来。以一个“问号”，让青少年心
中种下一颗对科学产生兴趣的
种子，也成为2025年上海科技节
贯穿始终的主题。

张江科学会堂海科厅，是
本届青少年科技节开幕式举办
的场所，每个前来参会的青少
年，都会路过一个特别的展区
——“问启未来——上海科技
节开幕展”，这个特别设置的展
区，是一次“科学之问”的展示
舞台。

一座镜面装置代表永恒流
动的“时间之河”，映照着人类历
史上一个个经典问题的提出与
颠覆性成果的诞生。在这个展
示区里，有近年来上海具有代表
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和背后的科
学探索历程，覆盖基础研究、人
工智能、重大装备和脑机接口等
各个前沿领域，也有从第一届

“天问杯”学生好问题征集活动
产生的10万个问题中精选出的
500余个“好问题”，最终指向的
结论是——问题驱动发现，创新
改变世界。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科技节
期间，这些提问不仅将向公众展
示，也将经过筛选，最终市科委
会对18个问题进行孵化，邀请
提出问题的青少年与科学家一
起寻找答案，甚至有可能予以立
项支持。

让科学家出圈
让AI成为必修课

人工智能时代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教育和科技传播？在第四届上海
科技传播大会上，这样的议题成为多位与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中国科
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认为，AI应该成为中小学和高校的必修
课。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曾小勤教授则表示，要让科学家主动出圈，大
学更应与城市共育科普生态。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问题驱动发现，创新改变世界。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什么是人类的独特价值？听一听科创少年们的回答——

问号播下种子，求索终会闪光

在 AI 时代，当答案可
以一键生成，人类该如何定
义自己的独特价值？5 月

17 日下午，2025 年上海科

技节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红

毯”上，一群爱追问的孩子

们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

科学的动人之处，从不是答

案的完美，而是人类追问时

眼中的光芒。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蒲慕明 曾小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