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麻辣微言

一看标题，许多人会问，骗术还有理论基础？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个事例。

曾一度风靡全球的人体“酸碱体质理论”，当初
蒙骗了多少人，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人体分酸性体
质、碱性体质。而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就是赫赫有
名 的 美 国 人 —— 罗 伯 特·欧·杨（Robert O.
Young），其撰写的《pH值奇迹》系列书籍被翻译成
18国语言，在全球大卖，影响了很多人。这种“理
论”认为，人的体质是有酸碱之分，人体内的酸性物
质是疾病的来源，碱性食物就是健康的答案。他提
倡碱性饮食疗法，声称可以减肥、治糖尿病，后来又
补充了治疗艾滋病、治疗癌症等功效。

2018 年 11 月 2 日，美国圣地亚哥法庭判罗
伯特赔偿一名癌症患者 1.05 亿美元，这套理论
终于被官宣为伪科学。而当初，“酸碱体质理
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更是被一些人看重，成

了虚假保健广告和吹得神乎其神的江湖骗子的
“理论基础”，也成了指导生男生女“酸碱理论”
的依据，让一些想生男或想生女的人信以为真，
花大量的钱购买所谓能控制生男生女的“药
丸”，其销量和价格飞涨。

其实，任何一种骗术，要想获得人们的信任，必
须编造一套严密的“理论基础”，披着“科学”的外
衣，用人们常接触、能听懂的“科学术语”去伪装真
相，也是伪科学或者骗术最惯用的伎俩。而揭穿这
些骗术“理论基础”的唯一方法，是用科学理论去解
释人们在生活中的疑惑，尤其是大众在健康方面遇
到的各种焦虑。因此，科学普及的任务繁重，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的任务艰巨，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牢记

“科技为民、奋斗有我”的责任，让骗术“理论基础”
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用实际行动增强群众的科普
获得感。

骗术“理论基础”是伪科学
■刘壹刀

科技杂谈

在儿童和青少年科技活动中，科普玩具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从幼儿园的积木，到中学生玩的组
装式模型飞机，都属于科普玩具。将玩具与科学教
育结合起来，对于儿童学习科学知识、激发热爱科
学的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科普玩具属于科学玩具的一种，兼具科学性、
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例
如中国古代的“华容道”“七巧板”“孔明锁”，就属于
科普玩具，结构简单，设计巧妙，却运用了现代学科
知识中的几何学、运筹学、结构学等知识，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科学内涵。

科普玩具一般通过两种形式来发挥教育功能：
一是通过科普玩具本身体现出科学原理，引导孩子
学习知识，激发孩子们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让孩
子们在兴趣中收获科学；二是让孩子采用不同的方
式去操作玩具，了解使用方法，在操作、探索和摸索
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思维能
力。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围绕玩具中的科学知
识，激发潜在智慧，探索科学原理，实现寓教于乐的

学习方式。
玩具的教育价值体验在它可以帮助孩子在玩

的过程中增长知识，认识自然内在的规律。科普玩
具目的在于在玩的过程中激发学的热情，进而培养
儿童认知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等。因此，在设计上
要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满足儿童的喜好和需求，从
儿童的角度设计出符合特定阶段、特定需要的玩
具。二是从材料技术和外形结构方面进行设计，科
普玩具的外观能很好地体现玩具本身的特点和内
涵，能够从视觉上吸引孩子，是提高科普玩具吸引
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在设计一款产品时，应该考虑相关的延
伸品和系列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每个年龄
段儿童的需求各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兴趣也
会不断转移，在开发时对玩具的功能和外观进行调
整，以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和爱好，丰富了科普玩
具的操作性和科学内涵，提升玩具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延长玩具的使用时间。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馆）

对开发科普玩具的思考
■王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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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热议

大力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教育
■张永秀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从青少年抓起。因
为，青少年时期是培养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
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敢于挑战、敢于探索、敢于
创新的时期。如何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教
育，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常态化的投入增长机制，不断满足科
普基地建设资金需求。各级应结合当地实际，
建立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教育专项资金，支持
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课题组进行课题研究、作
品研发等，确保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教育正常、
有序开展。同时，每年将学校科普、科教设施建
设列入专门预算，特别对科教设施相对落后的
地方，利用 3~5 年的时间，彻底改变学校科教设
施落后的局面。

建立科技人才考核奖惩机制，让科教工作者
有看头有盼头有奔头。各级教育、人力部门，应建
立科技教师职称晋升专门通道，提升科技教师科
教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归属感，从而激励他们
立志献身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

建立青少年学生创新激励机制，让科技创新
成绩突出者不断脱颖而出。对获得青少年科技创
新奖或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科技节、
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在学
生评优上给予优先。对有一定发明创造能力的青
少年，在申请专利、成果转化上给予大力支持，让
学生真正热爱科学、乐于创新。

建立科学有效教学计划大纲，将青少年科技
创新能力教育纳入教育培训计划。各地教育部门
要按照国家科学教育总体方案，结合当地实际，将
科技创新能力教育列入中小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通过开设专门的科技教育培训课，增强学生对科
学的热爱和提升学生科学素质。

充分发挥各地科教基地的作用，让科普基地
成为青少年学生科技创新的实验地。科教基地要
突出动手、动脑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让他们来到
基地后，能够找自己喜欢的某一方面学习内容，通
过在基地动手实践，启迪科技创新思维。

（作者单位：黔江区科协）

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协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
询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工
作者如何参与建设科协智库，是摆在各级科协组织面
前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员队伍保持稳定增长，科协智
库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科技工作者与科协智库建设
还有差距，主要体现在：科协智库中高级研究人员还受
到日常的行政、后勤、联络等事务影响，专心进行项目
和学术研究不够，导致科研组织效率不高；智库人员往
往习惯于学术圈内的交流，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公众进
行宣传、介绍和倡议不够，缺乏通过理论产品引导社会
公众认识的理念；科技创新智库成果在实践的应用不
够，成果转化的成效不高，影响了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
创新智库建设的积极性。

如何调动科技工作参与科协智库建设，主要应从
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创造活力，改革
科技评价制度，形成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激励导
向。改变现有人才评价中过度与论文、项目和经费数
量挂钩的现象，鼓励科技工作者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和
民生重大需求。

二是积极鼓励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进一步
完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科技金融政
策，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产业，重点解决创业企业初期融
资难的问题。加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创业服务
配套体系建设，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成本。

三是确立用人单位在科技人才评价中的主体地
位，建立分类评价体系。根据科技人才所从事的工作
性质和岗位，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方式，用评价引导
人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四是建立高水平的决策咨询人才队伍，形成集体
智慧，提高科协决策咨询水平。充分尊重科技工作者
在决策咨询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广泛深入开展决策咨
询工作，发现、吸引、培养、举荐、使用一批政治素质好、
政策水平高、决策咨询能力强的专家和团队。

五是鼓励科技社团面向企业开展学术交流和培
训，搭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交流与
合作的平台，帮助企业科技工作者建立学术交流网络，
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 （作者单位：渝中区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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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科技工作者参与
科协智库建设积极性

■乔新尧 何仕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