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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槐坎中心幼儿园操场上，
孩子们在练习腰鼓课间操。近年来，槐坎中心幼儿园将传统腰鼓
纳入校园阳光活动，开设园本课程，让孩子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
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腰鼓课间操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臧渡洋团队成功制备出
地球上最“长寿”气泡，在声悬浮条件下气泡保持时间可达23分36秒，且在被
直径0.8毫米的热铜针穿透时，悬浮气泡仍能保持不破裂。相关研究论文发
表于国际期刊《液滴》，且被《自然》杂志“亮点研究”栏目报道。该成果还创下
吉尼斯世界纪录。

气泡“增寿”面临难题
气泡因其独特的界面物理化学性质及动力学行为，特别是气泡膜可为许

多特定的物理化学过程提供独特的传热传质边界条件和二维柔性约束，在材
料工程、流体物理、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

不过，由于重力导致的排液以及气泡本身的大比表面积，气泡天生不稳
定。臧渡洋介绍，自然界中常见的气泡只能存在数秒，而且触之即破，生命周
期短、稳定性差的特性极大制约了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为气泡“增寿”，
成为流体物理和软物质等领域学者和工程师面临的挑战。

科研人员通常使用表面活性剂或微/纳米颗粒等作为稳定剂来抑制重
力引起的排液，从而延长气泡寿命。但化学稳定剂的加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
气泡被“污染”，因此在特定生产条件下，这一方法并不适用。

为了探究不引入化学稳定剂而获得“长寿”气泡的方法，研究人员曾在国
际空间站直接利用微重力条件抑制排液，实现了纯水气泡的稳定和较长寿
命。那么，能否在地面常重力条件下寻找不引入化学稳定剂的气泡稳定方
法？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偶然发现稳定泡泡
臧渡洋团队长期围绕软物质和复杂流体开展研究，其导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魏炳波所建立和发展的声悬浮技术为气泡研究提供
了新的指引。

声悬浮就是利用发射端与反射端间的驻波声场，使液滴等物体在空中
悬浮起来，而不会坠落。这是因为波节点处的声辐射力可以平衡物体的重
力，使物体保持悬浮状态。

在开展超声“吹泡泡”的兴趣实验时，臧渡洋团队成员提出了一个设想：
“既然超声能使液滴悬浮而不坠落，那么它是否同样能阻止气泡液膜内的液
体向下流动呢？”实验过程中，他们偶然发现，在声悬浮条件下，液滴能转变为
气泡，并且这些声悬浮气泡的存活时间明显长于常规气泡。更令人惊奇的
是，即便使用针头进行穿刺，这些气泡仍能保持完整性。

声场中的气泡为何如此“坚固”且“长寿”？臧渡洋团队发现，声悬浮气泡
膜内的重力排液被显著抑制了，从而赋予声悬浮气泡超稳定性。

“这种超稳定性是由于声场在悬浮气泡内外表面所形成的独特声辐射压
分布。这样的声辐射压分布平衡了液体重力，实现了气泡的稳定悬浮，还对
气泡膜施加了挤压作用。这一作用抵消了静水压力，从而抑制了气泡膜中的
重力排液现象。”臧渡洋说，通过调节声场强度，还可以调整声辐射压分布，从
而得到形态各异的声悬浮气泡。

据了解，这种无固体表面接触、无化学“污染”、超稳定的声悬浮气泡有望
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未来，臧渡洋团队将继续围绕声悬浮气泡开展相关研
究，探索气泡的表面特性及动力学、热力学性质，为声悬浮气泡在材料工程、
流体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来源：科技日报

超声“吹”出地球上最“长寿”气泡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幼儿园地处上海汽车城。2003年起，幼儿园开始对
幼儿生命教育课程进行构想与探索。在多年的探索中，幼儿园以多个市级课
题的研究推进实践，梳理形成“我与社会”“我与自然”“我与自己”“健康与安
全”等板块的幼儿生命教育适宜的内容，教师精心研发设计各类生命教育特
色活动，形成了系列园本教材。

如何让幼儿园生命教育活动的价值在幼儿身上落地生根？安亭幼儿园
对生命教育课程进行复盘，发现在资源的使用上大多指向生命教育绘本，活
动的地点更多指向室内，组织形式指向集体教学。对此，幼儿园提出一个疑
问：生命教育难道只能在室内、由教师设计主导吗？

大量的前期实践表明，幼儿对生命的认识在于其感受理解生命的存在；
幼儿园自然环境是幼儿知觉生命的真实的活动载体；幼儿在自然中发现、探
索的过程，是直接体验生命的奥秘和进入主动学习的过程。

安亭幼儿园景色优美，蕴含着春夏秋冬多样化的生物周期性成长的资
源。2015年，在区域大视野课程的孕育过程中，幼儿园作出一个大胆的决
定，让生命教育从室内走向户外！

怎样让户外环境指向生命教育？首先，安亭幼儿园对园内的四季资源
进行全面盘点并做好顶层设计，与生命教育的课程内容、幼儿经验进行链接，
对185棵树进行归类，调整品种，按照季节分别栽种了桃树、柳树（春天），石
榴树、绣球树（夏天），桂花树、银杏树（秋天），蜡梅树（冬天）……让四季资源
更加显性，也为幼儿体验和感受生命价值提供真实的活动载体场域。

其次，给予幼儿充分的体验与探索的机会。幼儿园提出“欢享户外、长短
交互”的实施原则，坚持“能在户外的尽量在户外”，建立适合幼儿与自然环境
互动的课程实施制度，如“123”环境创建法则。“1”是指1个核心——安全自
主，“2”是指2个重点——基于经验和真实体验，“3”是指3个关注——关注个
性需要、关注互动方式、关注个体表达。在不断的观察与研发中，幼儿园充分
挖掘资源显性与隐性特点，设计幼儿可能产生的探索内容及发展价值，确立
课程资源图谱，让教师在实践中更支持幼儿的个性化选择和多样化的生命探
索，支持幼儿在山坡上的多样化体验，整个户外场地支持幼儿充分感受生命
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幼儿观察活蹦乱跳的蚂蚱，看蚂蚁搬家，带着乌龟散步，
寻找竹笋王，为小鸟制作喂食器，在背阴山坡上发现小昆虫真的喜欢躲在阴
暗潮湿的草皮下，充分感受生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珍惜生命……

在一次“六一我想这样玩”活动中，幼儿们说：“想在山坡上和朋友一起看
本书。”“我想坐在树下发会儿呆。”“我想和朋友在草地上野餐。”……这些愿
望叩问幼儿园全体教师的内心：成人期望的院子真的是幼儿理想中的“童年
院子”吗？

于是，以小山坡为例，教师询问全园幼儿期望在小山坡做的事。他们畅
所欲言，讲述自己的心愿，书写愿望清单：“我想和好朋友在山坡上自由奔
跑。”“每天和动植物做朋友。”“冬天来一场冰雪游戏。”……由此，幼儿园梳理
形成“山坡30+N件事”，把院子真正还给孩子，让院子成为幼儿心中“我的童
年院子”。

每年的3月，幼儿园的小山坡需要养草三周。面对封草期，有的幼儿说：
“我们要保护小草，小草才能长得有力量。”有的幼儿说：“在山坡上，我们每天
都要运动，运动才能身体健康。”于是，一场“我们运动重要还是小草生长重
要”的哲思辩论被引发，最后他们说：“我们每天运动很重要，但我们可以去其
他地方运动。小草只能在这里生长，我们就让让它吧。”幼儿关于小山坡养草
的讨论，是基于对小山坡的喜爱及捍卫自己权利的表现，但在两难问题中，幼
儿体现出更高层面的对生命的尊重！生命教育的种子已经在幼儿心中扎
根！与此同时，在教师的一系列反思手账中，更看到幼儿园的生命教育已经
根植在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教育没有被弱化，反而逐步加强！在不
断变革中，生命教育从教师主导到关注儿童立场，从关注课程内容传授到关
注课程经历，再到关注幼儿的经验积累，资源从取向单一走向立体多维，形成
基于儿童立场的活动操作指引，课程资源图谱也迭代进阶为指向幼儿成长经
历的2.0版。

院子的不断进阶，承载着安亭幼儿园基于儿童立场的思考与设计，让“童
年院子”不仅具有课程力量，更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整个过程更是教
师儿童观、课程观转变的过程！未来，安亭幼儿园将坚守初心、不断探索，支
持幼儿在“童年院子”里，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在与自然、与自己、与社会的
联结中获得丰富的课程体验，为幼儿的可持续成长奠基。

来源：中国教育报

打造理想中的“童年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