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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达人 一战成名

与上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课外兴趣
小组相比，如今的中学生社团活动已不再仅
仅以满足学生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也已摆脱

“以教师指导为主、听从学校统一安排”的被
动模式，而是给了学生极大的学习选择权和
活动自主权。“社团一系列工作和活动都完全
由学生自行组织安排，如社长的设立、指导老
师的确定、活动场所的联系、活动内容的安排
等，学生都是自己做主。”校团委书记李路平
对记者说。

如今，社团已成为中学校园中最活跃的
元素。在学生眼里，社团是实现自我理想的
家园；在教师眼里，社团则是推行素质教育有
力的抓手。

据了解，芜湖一中的校园社团共有34
个，而科研社连续六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学生
社团，是校园最活跃的社团之一。“这个社团
2013年成立，2015年，在全市中小学生社团
展演上，当时的社团成员制作的模拟火山喷
发实验可谓惊艳全场，当‘火山’喷发，丝丝青
烟冒出，进而冒出火光，火山岩浆喷涌而出
时，孩子们可兴奋了。那个实验可是花费了
同学们很多的课余时间，经历了一次次的实
验和失败后，在指导老师和实验室的帮助和
支持下，终于获得成功！”校社团活动指导老
师凌燕告诉记者：“自从那一战后，科研社就
成了学校的‘香饽饽’，学生们纷纷报名加入，
自主走近科学，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学生参
加科技活动的局面，使科技教育既在面上得
到普及和提高，也让部分科技特长生能够在
活动中‘跳出来’。”

“我们就是要给学生提供各种平台，无论
科研经费还是设备，只要学生按需要申请，学
校就会无条件提供，为他们提供最优发展空
间。”李书记表示，希望学生通过科技社团的
活动，培养兴趣、开阔视野，充分发掘潜力。

恋上组培 收获满满

谈起科研社目前的新项目，新任社长高
一学生程祎和上任社长高二学生胡俊都露出

了发自心底的笑容。
程祎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蓝莓

的植物组织培养项目，“植物组织培养是指从
植物体分离出符合需要的细胞，通过无菌操
作，在无菌条件下接种在含有各种营养物质

及植物激素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在适合的
光照、温度和一定的营养物质与激素等条件
下，产生出植物的各种器官和组织，进而发育
成一棵完整的植株。”胡俊兴奋地告诉记者：

“之前我们培养的马铃薯、菊花、草莓和铁皮

石斛都成活啦。”
“我们现在的培养基分无土和有土的，目

前发现有土的消毒时间要比无土的长。”作为
新任社长，程祎也俨然成了科技控，“从外界
或室内选取的植物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带有
各种微生物。这些污染源一旦带入培养基，
便会造成培养基污染。因此，植物材料必须
经严格的表面灭菌处理，再经无菌操作续接
到培养基上。但目前对消毒时间以及培养基
激素配比有时还掌握不好，以前实验也出现
了植物被感染发霉及坏死的现象。但在生物
和化学老师的帮助和多次实验后，我们最终
还是成功了。”

当问为什么会选择进入科研社，程祎告
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爱科学，经常在家制取
各种结晶、二氧化碳等科学小实验。“以前从
课本上学到的生物知识，现在终于可以在实
验室里进行实践，心里特别有成就感。”程祎
高兴地对记者说。

因即将进入高三学习阶段，将退出科研
社的胡俊流露出不舍的情愫，作为上任社
长，他希望聚集起校内的科技爱好者一起对
未知科学领域进行研究，为所有有兴趣、有
想法的人提供一个平台。“科研社里面大部
分人都还是新手，对组培的了解和认识停留
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但胡俊表示，只要
同学们有问题都可以来问，他会尽自己能力
解答。两位社长还商量对现有成员进行分
组，分工合作会使实验有序且更有效率地进
行下去。

在与植物组培“打交道”的这一过程中，
两位社长和他们的社团成员学到了许多课
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他们通过亲历研究过
程，培养独立处事的能力、团结协作的精神，
激发对科学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通过实地观察、动手实验等相关操作，
学生们不仅更深入地理解掌握课内相关知
识，也逐渐领悟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及相互作用。

“未来我们想考与科技有关的理工类大
学”，两位社长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了
憧憬。 记者 陈轶敏

“无心”走上创新路

石畅林走上科技创新路，完全出于他的
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他从小就喜欢自己动
手制作一些玩具，连发的弓弩就是其中之
一。“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玩弓箭，经常自己
做一些机关类的东西玩，对买回来的玩具也
喜欢改装。”石畅林说，家里资源比较多，他就
利用各种物品，自己改装玩具甚至工具，通常
而言，效果还不错。螺丝刀一般只能拧一种
螺丝，但经过石畅林的改装，一把螺丝刀竟可
拧多种螺丝。

除了改装，石畅林还是个“航模控”，小学
三年级，在学校的众多兴趣课中，石畅林一眼
就看上了航海模型班。当时只是拼装船只模
型，“在学校拼，回家也拼”，一直拼到了小学
六年级。“小时候的船挺多的，一个学期都会
拼个四五条，拼完放家里。”小学毕业后，石畅
林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航海模型，非常壮
观。

“对于动手制作的小玩意，我爸爸妈妈一
直持肯定的态度，并且还给我买了很多相关
的工具和玩具，让我在规定的尺度内自由发
挥，而不是随大流把我送进各类补习班。”石
畅林说。

“有心”探究终成真

石畅林喜欢把每一次的奇思妙想都运用

到实际，那些改装后的小玩具和小工具让他
看到自己身上的潜力，加之对此也挺感兴趣，
他的创新之路，从“无心”走向了“有心”。

去年高二上学期，学校要求学生们交一
份科技创新作品，参加安徽省第33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石畅林一直就想研制一个可
以辅助车辆在野外翻越斜坡和断崖等地形的
装置。这次他想借此机会去试一试。

思路有了，怎么实现呢？石畅林在网上
搜索了一番，没什么结果。“决定去超市转转，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启发，将其运用到我的装
置上。”石畅林说。在一次使用修正带时，他
发现其原理是利用两个互扣在一起的齿轮
互相联动，一个把带拉出来，另一个把用过
的带拉进去。用力压增大摩擦力便可以涂
改错字。定向的齿轮，棘轮？石畅林顿时产
生了灵感。于是，他立即买来塑料及泡沫，
用玩具翻斗车进行改装，雕刻、打模、上螺丝
……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效果不理想。“这
种装置不完美，不可行，我的这个装置要求
轮子只朝一个方向运行，可这个还是不能定
向旋转。”随后他找到物理老师张克余，老师
推荐找一些零件加工厂。在安徽师范大学
老师的指引下，石畅林带着想法多次到芜湖
县寻求可以做这些装置的金属加工厂。为
此他去图书馆翻阅各种有关书籍，上网搜索
视频、图片，再绘制图纸，可加工厂制作出来
的成品还是不能实现石畅林的构想。在张克

余老师的帮助下，石畅林决定用3D打印机
试一试。“开始打印出来的是空心轮，很容易
破损无法安装。”石畅林说，面对多次失败，他
还是不甘心。后来想到用实心轮，终于可以
安装起来了。金属板、斜支撑架、梨形扣、棘
轮、橡胶垫再加上环扣，整个装置从设计到完
成花了石畅林三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我这个
装置的构造使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尤其是在
野外行驶过程中，可以轻易翻越斜坡和断崖，
从而实现自救。”石畅林向记者介绍，“这个装
置不仅提高车辆的通行能力，还可以根据翻
越断崖的高度和车辆的不同进行灵活组合，
以满足翻越不同断崖的需求和不同车辆的使
用需求。”

动手实践收获丰

石畅林虽然参加过一些交流展览，但从
未参加过发明比赛。在他看来，创造是生活
的一部分，是一种业余爱好。他也期待在这
次大赛上其发明的装置可以得到认可，期待
在这个科技创新的舞台上尽情挥洒才华。在

实践中，石畅林总结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
“科技创新就是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发明创造
中，把生活中现有的东西加以改进，使其更符
合生活需要。”“它会使社会发展得更好，生活
更便捷。”“不怕想不到，就怕不去想。只要多
一些想法，留心观察生活，灵感会油然而生。”

谈到未来，石畅林想考一个研究车辆工
程的大学，对燃料损耗、环保以及无人驾驶方
面有更深入的探索。石畅林是一个阳光的男
孩，他说自己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除了喜欢
小发明，还喜欢足球、篮球、唱歌，拉小提琴，
这些兴趣爱好都给他的创造发明带来了很多
灵感。

科技创新需要天赋，需要机遇，需要氛
围，但更需要阳光的心态，主动探究的勇气和
坚持不懈的信念。“不怕想不到，就怕不去
想。”祝愿石畅林在此次大赛上获得佳绩，同
时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也
祝愿亲爱的小读者们，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有
属于自己的“新”发现。

记者陈轶敏

这个科研社掀起校园科技热

从无心到有心
阳光少年的科技创新路

各种奇思妙想、各类科学小达人……都将在本月底举行的安

徽省第33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亮相，而安师大附中高二（13）

班的石畅林也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发明的一种辅助车辆翻

越断崖的装置不仅申报了本届科技创新大赛，还申请了个人专

利。17岁的阳光少年就这样开启了他的科技创新之路。

眼下，一股科技风在芜湖一中校园刮得正劲。自从2015年在全市

中小学生社团展演中，模拟火山喷发实验夺取一等奖后，芜湖一中的科

研社便一战成名，在校内也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追捧。除之前火山喷

发等项目，科研社又增加了葡萄酒酿造、生物组培、测量光波等新项目，

社团成员也成倍增长，从最初的十几人，增加到如今的150多人。近

日，科研社两任社长，以及负责校社团工作的王老师和凌老师接受了记

者的专访，详细介绍了这个掀起全校科技热的科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