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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科普，从好奇心入手

退休之前，吴於人曾任同济大学物理演
示实验室主任、教研室主任，也是教育技术硕
士生导师和同济大学物理实践工作站的首任
站长。满脑子都是新鲜点子的她，很早就开始
思考和探索科学普及和教育的方式与方法。
2018 年，由吴於人、关大勇牵头，联合同济大
学十位教授、博士成立“不刷题俱乐部”，这份
探索的路径也变得日益清晰：科学普及无需刷
题，科创教育更可以拒绝机械重复的训练。用
吴於人的话说，生活中有太多让人直观感受、
理解定理的机会，死记硬背大可不必，“年轻
的生命太宝贵了，全都用来刷题多浪费啊！”
所以，在全网吸引了 1200 万粉丝之后，

吴於人的科普工作始终与“好奇心”密切相
关。上到让她全国闻名的“天宫课堂”，下至
菜市场里称重问题，只要能激起大家对物理
的兴趣，她都会主动出击，“宇宙射线的轨迹
像一把扫帚，别的科学家也会这么说，但他不
会直接拿着扫把讲。而我就在镜头前举起扫
帚了———因为这不但吸引大家的眼球，更为
了科普。”
而为了更好地让大众理解这些科普内

容，73 岁的她也逐渐掌握了视频脚本的撰写
方式，打磨内容、积极备课是她的生活日常，
动脑筋做“五毛特效”更是常有的事。在讲述
物理学家吴健雄帮助杨振宁、李政道用实验
证明宇称不守恒的时候，她和团队在科创实
践基地的大镜子琢磨了许久，镜子外的她举

手，镜子里的她反而要把手放下。吴於人说，
经过特效剪辑后，网友会明白，这里的“不守
恒”是一种“镜像不守恒”，“我们想尽办法
用老百姓理解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做科普，效
果才好”。
当然，科普并非一人之功。“不刷题的吴

姥姥”系列短视频走红后，吴於人也没有放弃
线下的科普讲座和教育活动。刚刚过去的这
个暑假，智勇科创团队每个月有超过 100 场
公益科普讲座，平均每天就有三场以上的活
动，“这是我们过往十几年的常态，除了各种
学校、街道、企业还有政府搭建的平台，更多
还有我们自发的线下科普。”关大勇说。

| 学科创，唤起教育的初心

很多人认识吴於人，是从“科普大V”的
身份开始的。但在团队成员的心中，她首先是
一个好老师，一个能启迪思考、激发热情的有
趣的人。正如她自己一再表达的那样，“你要
培养一个有好奇心的学生，你自己是不是要
先具备好奇心？”
也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即便是在“双

减”前 K12 社会教育培训最火热的年代，团
队依然选择走自己的路：一边是通俗易懂、妙
趣横生的科学普及，一边是以“未来科学家实
验场”为代表的动手动脑、长期陪伴的科创教
育，双向并行，彼此促进。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教育的道路远比

科普短视频更难。关大勇回忆说，2009 年智
勇科技刚刚成立时，团队不是没有过“遇冷”
的情况，直到 2011 年第一批学生开始在各类
科创比赛中获奖，创新教育的成果才得到了
验证。“这本质上是需要长期主义的思维的，
从兴趣到志趣，需要长期投入时间”。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改

变———
豆豆同学第一次参加科普的活动时，还

是在幼儿园阶段。当时作为科普主讲人的吴
於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做会飞的汽车，”他说。
后来的许多次相见里，豆豆同学都带着

同样的回答与梦想一次次进阶：小学时，他以
“小学生眼中的伯努利原理”展开科普，拿到
了第一个科创比赛奖项；初中时，他又通过项
目性学习继续搭建风动的动力模型；高中时，
他开始探索自动化控制中机电一体的相关课
题，还成了在科学家论坛上与顶尖科学家交
流的青少年代表。
“我们最初认识这个孩子时，他妈妈告诉

我们，他不太爱写作业，或者说有的人会认为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但我们一路
陪伴，看到了他的成长和蜕变，我相信他的未
来也是水到渠成。”关大勇说，这样的例子还
有太多太多，孩子们跟着“吴姥姥”入门，并
在创新的项目化学习中找寻热爱，收获了不
一样的风景，“我们也见过‘小宇宙爆发’的
孩子，从倒数到进入四校，拿到名校的入取通
知书，现在在海外留学……我们认为这都很
自然，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孩子的变化，以及由

此唤起家长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初心。”
吴於人常常会念叨，希望更多科技工作

者能加入科普的队伍，希望家庭、学校、社会
能对科学教育有更多的思考。她认为，教育就
是要让学生应试和兴趣兼得，“我们努力使教
育为学生的当下和未来负责，这需要教育工
作者研究，如何让学生不刷题做研究，还要研
究得津津有味，养成习惯”。

| 小梦想，让科学的“合力场”更大一点

如何才能让科普走得更顺畅？有流量了
是不是可以多接点广告？在“不刷题的吴姥
姥”系列视频走红后，吴於人和团队多次被问
到这类问题。
但真正懂得科普的人会发现，“为爱发

电”才是常态。关大勇透露，他们一开始就不
是以“打造网红”为目标，即便是在迎来海量
关注的当下，“不刷题的吴姥姥”对各类合作
邀约也始终保持着审慎甚至是“苛刻”的态度。

团队的付出和保护，也常常让吴於人感
慨事业不易：她的助手任咪咪是“不刷题粉丝
中心”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消防家属———这意
味着她在为科普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也要
更多地担起家庭的重任，“我常常会把对消防
员的敬重和爱怜转移到她身上，因为她需要
更多的坚强来承受孤独和担忧”。
令人欣慰的是，“吴姥姥”以她的人格魅

力持续吸引着同道中人。“我是姥姥的学生，
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中坚力量，甚至
他的学生都加入了我们。这种传承的力量在
当下很有生命力。”关大勇说，团队里有汽车
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有专注航空航天研究的
博士生，还有来自 985 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们，
“有很多人都渴望做这件事，只是以前缺乏这
样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这“两

条道路”如今逐渐有了“造血”和“输血”的
互动：一方面，“不刷题的吴姥姥”让越来越
多的普通人关注科学，潜移默化改变了对科
学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孩子的成
长与变化，让智勇科创有了更积极的“造血”
空间，从而反向支持科普事业不忘初心。
当然，对于很多网友提出的将AI 技术、

动画VR制作引入科普短视频，乃至于不断
扩大实践基地的建议，他们也确实面临着技
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困难。“我们在成长过程
中得到了科委、科协等等方面很大的帮助，未
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如何在政府的引导下，
与好的基金会、企业在彼此认同的前提下展
开合作。”关大勇笑言，他和吴於人甚至探讨
过“吴姥姥”IP 形象、数字人等等相关的开
发，吴於人也一直在整理她对科学普及和教
育的所思所想，力求能给更多同路人启发，
“这些小梦想的前提，是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好
的土壤和环境，细水长流地让科学普及和教
育汇聚成合力场，让大家都能爱上科学，永葆
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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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实验解答网友发来的疑问， 在公
交车上解析行驶的物理知识， 走进火箭发
射现场和充满神秘感的核电站， 还有每个
月雷打不动 4 场以上的科普讲座……刚刚
过去的这个夏天，千万级视频科普大 V “不
刷题的吴姥姥”、73岁的同济大学物理学教
授吴於人依然忙碌。 无论线上线下，你都能
看到她穿着那身满是口袋的灰色工装背

心，在不同的场景下把科学知识娓娓道来。
这份忙碌， 一方面与吴於人作为科普

视频博主的身份相关， 另一方面也是吴於
人和她的忘年交关大勇博士早已习惯的

“日常”。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们以“智勇
科创”及“不刷题俱乐部”为依托，在不断的
科普活动和科创教育工作中，努力帮助 3-
60 岁的人群提升创新素养， 培养创新思
维，普及科创爱国。

让他们欣慰的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
在短视频里跟着“不刷题的吴姥姥”轻松了
解常见现象背后的物理知识；同时，越来越
多青少年走进科创科普基地， 从零开始学
习自己动手、创想、研究。 在谈到“梦想”二
字时，吴於人和关大勇告诉我们，他们的希
冀始终如初： 让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细水
长流， 让这份事业形成更多人合力前行的
场效应，“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我们希望这
份事业有更多人一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