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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洁 /文

科学深邃如星辰，却跟每个人相关。它

不仅仅是常识与素养，还是决定着眼界与见

识，是一个人认知的基石，也是“精神的底

子”。

这是一个推动科学家思想照亮校园的

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校长唐彩斌，也是

一位数学特级教师，他知道严谨、严密的理

性思维和科学精神，能带给孩子良好品格和

坚韧意志。他在时代小学创建了浙江省小学

里的第一个钱学森班，之后又创建了浙江省

第一所以钱学森命名的学校。唐彩斌多年潜

心实践，让科学家思想照亮了更多孩子。

我们的孩子，究竟需要怎样的科学家精

神？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学”或许能给予

我们启迪。1997年的春天，钱学森如是阐述
自己的教育观：“我想我们宣传的‘大成智

慧’……就在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整体（形

象）思维与细部组装向整体（逻辑）思维合

用；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哲学

要指导科学，哲学也来自科学技术的提炼。

这似乎是我们观点的要害：必集大成，才能

得智慧！”

于是，“文理兼修，大成智慧”被融入到

森森校园，科学之光照进了学校，孩子们的

科学之旅从此开启。

▲星光灿烂音乐会

故事或许可以从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讲

起。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成立之初，我就充满

好奇，当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与一位著

名科学家产生紧密联系，会有怎样的化学反

应。直到今年 5月，我收到唐彩斌的信息，他
说，下周学校会举行一场音乐节，我可以去

看看。从策划到演出，同学们构建了自己的

狂欢，“能感受到孩子们最真实最鲜活的一

面”。

音乐节取名《星光灿烂》，其中寓意深

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歌唱家、钱学森

的太太蒋英，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

组织、指导了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

献给奋斗在科技战线的航天人。这也是对钱

学森所从事工作的一种支持。半个世纪后，

同样灿烂的星光，划过天际，落在孩子们心

间。

我在下午提前到达，唐彩斌先领着我在

校园中转了转。坡屋顶、花格窗、清水砖墙，

在杭州市钱学森学校，有两座相互呼应的教

学楼，一座为学森科技楼，一座为蒋英艺术

楼。它们之间是一汪池水，浮莲叶，游沉鳞，

延展出孩子们的舞台。

彩排的小演员们，穿着礼服、汉服、唐

装，忙碌在舞台周围。八年级的董芯如和李

依丫刚下台，讨论着正式演出时可以改进的

地方。姑娘们的节目叫《大鱼》，是由 12名同
学合作完成的歌舞秀。此前一周，他们每天

都抽出一小时练习。开始跟不上节奏，记不

住歌词，后来默契一点点被磨出来，动作虽

未达到整齐划一，但充满了韵律美。

董芯如觉得，这也是科学家精神的一种

体现。“不放弃，坚持不懈，齐心协力，做到能

力范围内的最好。”但音乐节本身对孩子们

更具吸引力。夜晚，星空，霓虹，围坐在台阶，

“校园里的音乐会，氛围感好强，太难得了”。

音乐会不长，利用了初中部晚自习时

段。同学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期，总有人反复

跑来确认，以免节目被挤掉。为了让所有人

尽兴，只要报名，老师都尽量安排上了。1个
半小时里，挤进了 14个高质量节目。

作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不看中成

绩是不现实的，但成绩不是唯一。唐彩斌更

关注学生是否实现完整的自我。彩排路上，

他叫出好多孩子的名字，看到八年级的夏艺

利用候场间隙复习数学，他主动走过去勉

励，“放松放松，好好享受属于你们的夜晚”。

他在学校公开讲话时多次对同学们说，“世

界很大，不要局限于眼前的东西。希望每个

钱学森的孩子，都能闪光，展现自己独特的

一面”。

夜幕慢慢降下来，同学们紧挨着陆续就

坐。观众席安排在临湖的台阶上，暖场音乐

响起，荧光棒灿若星河，灯火随歌声律动。

唐彩斌坐在人群中间，大家一起为台上

的小歌手鼓掌，一起唱温暖的《city of
star》，也唱热烈的《Good Time》，歌声如蓝丝
绒般动人。身边的女孩唱歌不错，唐彩斌便

鼓励她，“你的歌声真动人，相当有天赋，应

该上台试试”。

音乐节真正成为了孩子们的狂欢。女孩

舞姿烂漫，古典舞精巧，扇子舞俏皮。男孩用

吉他演奏《孤勇者》，引发全场大合唱。台下，

孩子们穿上飘逸的汉服，呼喊台上好友，怎

么开心怎么来。“教师天团”上场，往日的老

师转身变成了“流行歌手”，加上校长特邀的

真正的流行歌手小昭老师助阵，气氛达到了

高潮。

按照惯例，活动尾声，唐彩斌压轴上台

鼓励大家，向大家致谢。看到同学们精彩的

表演，他有点小激动，“幸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是为师的幸福。往后的日子，希望同学们

有都能像今晚一样开心，有阳光的心态、乐

观的心怀、自信的力量、远大的梦想，每一个

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从钱学森校园

出发，走向人生的大舞台”。

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让每个孩子都

有尊严地学习和生活，这是“星光灿烂”的寓

意所在。

艺术点亮了孩子。正如钱学森所言：“艺

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

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

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

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

是很重要的。”

▲钱学森的孩子

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会唱一首歌———

《飞翔的路》，这是纪录片《钱学森》的主题

歌。歌中唱到：“我要飞翔 我要飞翔/越过自
己 越过四季 /越过银河闪烁的星光 /向远
方。”词作者曾解释，飞翔的远方，是安顿心

灵的精神家园。

在杭州市钱学森学校，科学是构建精神

家园的基石。开学典礼、结业式、音乐会……

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共唱《飞翔的路》，成

为一种向先辈致敬的仪式。这种仪式感，被

拓展到科学、语文、美术等各个学科中。

今年 4月，八年级的同学进行了一场浪
漫的科学实践———创造心中最美的花。用不

同颜料给植物染色，探究水在植物体内的运

输。原理简单，但做得漂亮并不容易，颜料浓

度、水温、植物品种，都影响着实验效果。激

发同学们的探究精神，是活动目的所在。

801 班的沈浩哲反复实验多次。第一
次，他用蓝色水彩配制溶液，3小时后花无
明显变化，他又进行了二次实验，将墨水倒

入杯子，用水稀释，10分钟后，花瓣有浅棕
色细纹出现。他在实验报告中分析，墨水比

水彩颜料更快让花变色，是因为水彩颜料的

溶解度小，溶质质量分数低。

五天后，第一次实验的花瓣上略微有了

蓝色，花瓣饱满。第二次实验的花瓣发黑卷

曲。沈同学又分析，是墨水中颜料的质量分

数较大，使植物细胞失水导致的。他的总结

中，除了实验结论，还有生活感悟。他说，我

们不能一味讲求速度，也不能一味追求质

量，找到平衡点更重要。

不止于科学课，保持探究精神与深度思

考，成为孩子们的一种习惯。钱学森纪念馆

位于学校内，不久前，开始在学校中招募小

小讲解员。借此机会，八年级的同学，上了一

堂特殊的语文课———为纪念馆写了一篇引

导词。

从走进纪念馆开始，同学们就在两个身

份间切换：如果是读者，能从纪念馆这本立

体的“书”中观察到哪些信息；如果是作者，

要怎样向读者说清楚布局方位，展区陈设

……同学们把看到的、听到的、摘录到的，与

课堂知识汇编到一起，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

空间图。

最终创作出严谨而生动的作品。屠硕岩

同学这样写道：“第四展厅为建立航天系统

工程管理体系部分，刚入馆内，我们就能看

到银白色的月球，别看它直径仅 0.8米，但
每一座如深洞般的环形山都十分逼真。再往

里几步走，两个活灵活现的宇航员模型映入

眼帘，他们是按真人 1：1进行还原，连 1.7
米左右的身高都制作得十分精准。”

在唐彩斌看来，以科学家命名学校的意

义在于，用精神激励下一代，为更多生命个

体全面成长提供机会和平台。去年年底，钱

学森诞辰 110周年，时代小学和钱学森学校
进行了一场科学主题联动。在“绘一卷童心

飞天梦”活动中，共绘 110米长卷，用创意点
缀人生，将科技融入理想，感受钱学森人生

的波澜，回望祖国航天的发展、细数科学功

勋的付出；在“航天奥秘秀（创意科技节）”

中，学生从科幻画、模型制作、火星创想、家

庭实验中，体会航天科技梦，埋下航天科学

启蒙的种子。

在公开场合，唐彩斌习惯称同学们“钱

学森的孩子”。作为一名学生，被称为“钱学

森的孩子”，除了表达身份之外，更产生一种

无处不在的，隐形的精神勉励———未来，我

能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在浩瀚的星空里，

能否闪耀自己的光芒。

正如阿尔贝·雅卡尔《睡莲的方程式：科

学的乐趣》里讲的那段话：“即使是最微妙的

概念也可以很早就介绍给青少年，不一定非

要让他们完全理解这些概念的所有细节，但

目的是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朝这些概念指示

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不是要详细地探索一个

新领域，而是在这个领域里转一转激发他们

的渴望，一种到了知识武装完备的那天更向

前冒险的渴望。”

这份渴望，在杭州钱学森学校的孩子心

中，已经激荡起来。去年，804班钱心聿同学
写了这样一句诗：

站在钱学森楼前，

老人睿智的眼神，

似乎穿越了沉重的时光，

与我展开无声的对话。

我想聆听他的激励与鞭策，

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

▲让科学家的思想照亮校园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
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

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

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

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

会各界共同破解。

我们身处的时代，世界科技瞬息万变，

科技创新摆在了更重要位置，需要越来越多

的时代新人，加入到科技强国的队伍中，培

养具有科学家潜能的青少年，关乎国家未来

和民族的复兴。

如何培养新时代杰出的人才，唐彩斌觉

得，只是喊口号表决心没有意义，关键要找

到方向，也就是钱学森所说集大成者得智

慧。“创造创新的氛围和机会，让每个孩子发

挥自己的才能，在校园里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成就人才。”

2017 年，中国科协对全国 23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小学生调查结果表明，仅有

7.3%的学生愿意当科学家，比例随年龄增长
不断降低。中国学生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

从业的比例为 16.8%（OECD 国家均值
24.5%；美国的比例 38%）。
这样的数据，让唐彩斌揪心。“个人理想

和国家发展相结合，才是担当的表现。能不

能通过榜样的力量，从小培养孩子的科学家

精神，成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时代新

人？”

唐彩斌萌生了一个想法，在钱学森的故

乡杭州，让更多孩子了解钱学森。几年前，在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时代

小学设立了“钱学森班”，旨在弘扬科学家精

神，为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奠

定基础。

在一次学校活动中，钱永刚对唐彩斌

说，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2019年，为了
更好地回应“钱学森之问”，唐彩斌开始创办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开启了九年一贯制学校

的办学历程。2021年，杭州市钱学森学校正
式启用，成为钱学森诞辰 110周年最好的纪
念。

开学典礼上，钱永刚教授通过视频表达

祝贺和期望，希望同学们能始终保持一颗好

奇心，大胆探索、表现，把科学家的精神运用

到学习中去。他相信，在未来科学的浩瀚星

空中，会有钱学森学校学子的闪耀身影。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启用之后，唐彩斌正

好入选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的首批

“未来教育家”成长计划，他正在构思新书

《让科学家的思想照亮校园———钱学森大成

智慧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选题意义在于，梳

理在中小学校园传播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实

践经验，为中小学赓续红色基因，弘扬科学

精神，启蒙更多有科学家潜能的青少年参与

科技强国，做出样本示范。

使更多学生都能像科学家一样思维和

创新，这必然是一场漫长的实践。做教育就

是这样一件事情，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比

喻，每天埋头种种种，有一天不经意回头一

看，后面绿树成荫。

唐彩斌记得有位一年级小女生，乖巧可

爱，柔声细语，她却在作文里写，长大了要造

导弹。“一个小小的孩子，当她开始认识世界

的时候，就知道钱学森，被校园氛围感染，立

志要做科学。在她的心里，有一颗科学的种

子正在萌芽生长。”

从六年制的时代小学，到九年一贯制的

钱学森学校，唐彩斌需要面对初中的学生，

这是一群更有主见，更加敏感，也更有力量

的孩子。唐彩斌慢慢和他们彼此熟悉，彼此

信任，彼此成就。

唐彩斌很愿意引导他们讨论更深层次

的议题，包括“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尊重与

尊严”“自我的价值”“如何应对困境”，还特

别关注同学的心理健康。他也和孩子们讨论

“长大想做什么”，即使在“钱学森学校”，科

学家也不是唯一答案，人尽其才便是人才。

同学们回答做老师、做企业家、做工程师，做

金融、做医生，唐彩斌都认为是很不错的志

向。想要做老师的夏艺告诉我，钱学森坚持

不懈，为祖国做贡献的爱国精神，时时激励

着她。

“我们的办学目标，是让校园里的每一

个人，每一天都有尊严地快乐学习。将来走

上社会，也会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这也是对

钱学森科学思想的回应。1955年 9月，44岁
的钱学森启程回国，他对报界发表讲话：“我

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

家，让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唐彩斌希望，科学家思想最终能丰富孩

子“精神的底子”。“不惧困难，对生活永葆希

望和信心，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科学家

精神，能够赋予孩子们力量。这就是理想的

教育。”

音乐节结束了，伴着月光、星光和霓虹，

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场。不久，广播又响起来，

和每天放学时一样，播放着同学们点播的流

行歌曲，伴着《next level》动感的节奏，孩子
们说笑着走出校园。水池边的灯光，照亮孩

子回家的路。

每天的学习生活，结尾总是甜的。这个

场景，让我想到了《飞翔的路》，“越过银河闪

烁的星光，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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