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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仙居外语学校半小时车程的仙居海亮

生态农业科普研学教育基地，每年有近 5 万人

次学生会来这里，其中 3 月至 6 月初、9 月至 12

月初是研学活动的高峰期。

该基地总经理助理吕旭斌介绍，为保证学

习质量，基地里学生和带教老师的比例为 20:

1，老师会全程陪同学生参与研学活动，并保障

学生的安全。研学活动一般会持续三到四天，

学生将有机会在基地体验农事科普、逃生救援、

户外拓展、非遗课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板块。

记者采访时，基地正在进行一场名为“蔬菜

大讲堂”的课。讲台前，老师向一、二年级的小

朋友们讲解如何辨认蔬菜品种、进行蔬菜分类

等，还强调了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吕经理说：

“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分不清蔬菜种类，所以我

们专门设置了蔬菜科普环节，让他们更好地了

解农作物。”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老师会配合影

像资料介绍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期间的农具发

展。此外，田地里还配备了植保无人机、农田气

象站、水质检测、土壤环境监测等设施设备，学

生们在听完课后能更直观地感受农业发展历

程。

记者来到户外，有些学生在挖萝卜，有些学

生在种蔬菜，一旁的老师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学生们都积极抢答。原来，在研学活动的前两

天，每个板块都会设置答题环节，回答正确的小

组将获得积分。到了研学的第三、四天，基地将

为学生们开设农贸市场，可以用积分购买食

材。这种交易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财商，

还可以增强他们的体验感。购买完成后，学生

们会自己烹饪这些食材，品尝劳动成果。“孩子

们来到基地的第一天都非常高兴，营期结束时

会哭着走，因为舍不得。”吕经理说。

成功创建“科普+”系列品牌，是仙居县各

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仙居县科协主席张晔表示：

“我们将继续扩大科普‘朋友圈’，推出‘科普+

红色旅游’‘科普+历史文化’等一系列极具县

域特色的‘科普+’品牌，不断巩固现有的创建

成果，全力打造共同富裕山区样板科普品牌，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仙居经验。”

体验“向往的生活”，在研学基地收获劳动果实

“快点快点，院士要开讲啦！”学生们互相呼喊着，急匆匆跑向教室。在台州市仙居县的中小学

校园里，这一幕时常上演，有时是线下听讲座，有时是观看线上直播。学生们对科学充满热情，校园

内弥漫着浓厚的学习氛围。这得益于台州市仙居县科协和县教育局共同打造的“科普+院士讲

堂”，讲座内容涉及公共安全、地球物理、天文学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仙居县积极引进人才，发展科普教育事业，全县上下齐发力，推进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

“科普+”品牌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让仙居县成为全国科普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也为县域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从院士课堂，到红色旅游、历史文化⋯⋯

仙居扩大“朋友圈”
打造“科普+”系列品牌

在仙居，提起机器人教育，不得不说的一个人，是

仙居机器人协会会长朱伟平。

朱伟平是全县最早开展机器人教育的人之一。当

时，机器人教育还没有受到普遍关注，班里只有三十几

个学生。每当朱伟平带着孩子出去进行机器人表演，

都会遭遇家长质疑：“这不就是搭积木吗？是不是骗人

的啊？”但朱伟平没有放弃，坚持不断推广和宣传。他

说：“我们尽量跟家长讲未来的方向，把课程展示给他

们，把一些好的智能作品摆放出来，组织孩子参加比

赛，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学校、家长、学生认可了我们。”

在机器人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两年之后，朱伟平

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平台来聚集优秀人才和推广

机器人科普和赛事。2013年，他成立了浙江省的第一

个机器人协会——仙居县机器人协会。在这个协会的

带领下，学员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个逐渐增长到了一千

多人，年龄段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等，学员们赢得了各类

机器人比赛的荣誉和奖项。协会还会组织机器人表

演、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活动。朱伟平也成立了仙居

国际人工智能研学基地，引进许多比较先进的课程。

“孩子学机器人，不是一定要成为人工智能专家，

而是希望他们能懂这方面的技术知识。如果不跟上人

工智能的步伐，未来将会错失很多机遇。”这些年，仙居

县的科技氛围越来越浓厚，许多小学、初中都成立了机

器人社团。每当看到这些景象，朱伟平干劲就更足了。

不仅是培训学员，机器人协会还与企业展开合

作。“仙居县有个企业和我们合作，把整个车间全部换

成机器人，还请我们做技术顾问。”朱伟平自豪地说，

“我们协会培养的许多学生都成了编程人才，我们起到

桥梁作用，把他们介绍给有需求的企业。”

去年，朱伟平开始尝试一个新的项目，将编程和农

业结合起来，打造智慧农业。“我希望通过这个‘农业+

研学’新的模式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他告诉记者，学生通过研学后，可以学会在家里实现灌

溉，从而帮助农业生产。这个项目目前正在仙居县的

双庙乡括苍村进行试点。

朱伟平：
成立我省首个机器人协会

仙居外语学校的一间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学

生。他们正盯着大屏幕，聚精会神地听着中科

院武向平院士带来的线上科普讲座主题——认

识我们的宇宙。同一时间，全县59所学校也在

观看“云上科普课堂·院士开课”的首次线上直

播。仙居外语学校是活动的主场地，在场的

120 名学生都是各班选出的代表，可以参与讲

座的互动提问环节。

宇宙是什么？宇宙从哪里来？宇宙会到哪

里去？谁在决定宇宙的命运？宇宙中有外星人

吗？武院士抓住学生们感兴趣的点，不停地抛出

问题，引导大家思考，随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

答了这些问题，一步步揭开了宇宙的神秘面纱。

由于学生们的热情过于高涨，讲座还延时了。

近年来，仙居县创新“以才育才”新模式，

搭建“线上+线下”科普讲堂，让“院士开讲”走

进校园，让“院士·星光”引导学生崇尚科学追

求真理，举办“云上科普课堂·院士开课”线上

直播活动和“仙居科普课堂·院士开讲啦”院

士主讲活动。

“我们是山区里的学校，孩子们能够有机会

听到院士讲课，真的是非常难得。这次活动不

仅让学生们开拓了视野，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科

学的魅力。”仙居外语学校的周泽安校长告诉记

者。在仙居县科协和县教育局的共同努力下，

“科普+院士课堂”系列活动的首次线上开课顺

利举办，并让全县初高中和小学的师生都参与

到了这次讲座中。

截至目前，“科普+院士课堂”已邀请了袁

亚湘、叶培建、武向平、朱位秋等4位院士，学生

参与人次达20余万。同时，每年还邀请中科院

老科学家进校园，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百余场。

院士走进校园，照亮孩子们的科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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