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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牛当然会影响青年后辈，但是科学“父

辈”和“祖辈”却反复对青少年后浪说“不必过于看

重过去的巨头，要相信未来由你们创造”。今天上

午，2023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T大会”在临

港永久会址召开，“科学第一课”上，顶尖科学家导

师为百位“Sci-Ter”（科学青少年）授课，前浪们说

得最多的是独立、勤奋和自律。

本届“科学T大会”首次推出年度主题“逐梦

科学，创变未来（StayHungry,DreamBig）”，希望

通过跨代际互动鼓励年轻人发展创新潜能，并通

过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改变世界、造福人类。

“我最小的孙子都比你们大了，我的年龄是你

们的4倍！”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诺奖得

主迈克尔 ·莱维特教授幽默开场。他提醒青少年

在逐梦科学的同时，要吃好、睡好、锻炼好，同时要

保持独立思考，“也许你对新发现感到不确信，但

要保持独立性，相信你们比前辈更为重要。”

科学巨头带来启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恩 ·

亨得利克森希望学生们观察科学巨头以何种态度

和方法看待科学，思考在这些方法和路径中自己

能做什么。同时，也不要过于看重过往的科学巨

头，要相信自己。

中国科学院院士、固体力学与微纳米力学专

家、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也提到了特莱维特教授

所说的“不确信”，他说，新技术诞生后会有一段时

间的沉默期甚至死亡期，这是很常见的规律。对

科学人才的成长来说，也需要创建匹配的生态，挖

掘其潜质。“除了各方面都能做到90分的A型优

秀人才，我们也需要在某方面达到120甚至1000

分的X型学生，为这样的学生构建适合他们的生

态，点燃他们的科学激情。”

“我的初心是寻找医学真谛。希望今天比昨

天更了解生命，更有能力减轻患者病痛、改变人类

生存质量，在医学创新中定位生命的意义……”作

为女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黄

荷凤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学生们，坚守初心并

且在奋斗的过程中树立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路

会越走越宽。

前辈引进门，修行靠自己。艾尼奖得主、麻省

理工学院教授古格里 ·斯蒂芬诺伯罗斯建议大家

在十字路口不要害怕，做出选择并且走下去；最重

要的是自律和勤奋，这是抓住机会的必要条件。

“你或许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周围的人也许和你

在追求一样的梦想和方向，当你发现机会时一定

要牢牢抓住。”

互动环节，科学青少年勇敢提问，他们关心前

沿科学发展、成果转化、社会环境对生命的影响等

等，提出了令多位科学大牛赞扬的好问题，甚至有

问题难住了台上的科学家。“很抱歉，你的问题难

住了我，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郑泉水坦然回应

一位科学少年提出的工程问题，或许它将留给少

年慢慢找到答案。

针对学生们的问题，台上的科学家建议，研究

过程中常常应用现有知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才

能解决新的问题；学科的交叉产生更大的创新，因

此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科学同时也可以关心例如

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的发展。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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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更大的问题”
时间倒退回一个多月前，

2023年“科学T大会”全球海选终

审在沪上举行。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透露，

此次“科学T大会”全球海选一共

收到了近300份报名申请，涉及

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计算机科

学、人工智能等众多的专业领

域。科学少年们展现出科创的浓

厚兴趣和不俗水准。

参加终审答辩的近200位科

学青少年，虽然来自天南地北、成

长环境大相径庭，但他们拥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都在思考更大的

问题。

他们关心塑料的污染和降

解；关注全球气候的变迁；关怀人

工智能时代老年人的孤独和情感

需求……他们会认真探索如何用

微生物改良盐碱地，也会畅想怎

样把火星改造成宜居的家园。

答辩现场甚至出现了不少“能

力超纲”的青少年——有的孩子带

来的课题成果令导师们难以置信，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追问才敢确认

并喜出望外；有的孩子自学人工智

能、网页搭建，甚至现场在白板上

写下自己“悟出”的一段函数。

“很多孩子在现有知识的掌

握上十分优异，很期待看到他们

将来去挑战未知的领域”。在“科

学T大会”的选拔过程中，知识难

度并非主要的考察标准，导师们

更希望寻找的是孩子们独立思考

的能力、创新的火花，以及面对导

师质疑敢于“反质疑”的那么一股

“反骨和叛逆”。

抗压是成长的一部分
参加此次答辩，对这群年轻人

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心性磨炼。

他们面对的评审专家，来自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院、

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

所。答辩现场，科学青少年们很

快领教到了导师们的犀利。

“注意你的论文格式”“既然

你的课题有关火星，那为什么不

知道火星的自转轴倾角”“请你告

诉我不锈钢的成分”……甚至有

课题的存在价值都受到了导师的

质疑，“你需要区分什么是真课

题，什么是伪命题”。

“在科学研究中，所有的概念

都必须是清晰的——积极的情感

是什么，可以量化为数据吗？什么

是腐蚀作用，它的化学方程式是什

么？所指的复杂环境如何定义，能

分解成指标吗？”有评审专家一针

见血地指出，“科学不可随意为

之，背后都有其明确的逻辑。”

而当课题涉及人工智能和艺

术、情感时，导师们又变得不那么

“数据化”了。他们认真提醒希望

为孤独的老年人提供AI自动生

成音乐服务的中学生，需要关注

音乐刺激和情感反应之间的机

制，也要谨慎评价AI生成的文化

艺术产品。

诚然，给研究课题挑刺并不

是目的。导师们尤其希望“年轻

人不要套路”“不要贪多！剖析自

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盯着一个问

题，往下深挖”，就像“科学T大

会”的“T”一样。

“答辩也是一种压力测试。”

导师们坦言，“能经受住我们的追

问，这些孩子了不起！”

“未来科学家”露锋芒
今天坐在台下的“Sci-Ter”，

有一部分是“未来科学家”的学员

们。一年前，第五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科学T大会”上，“未来

科学家”培养计划正式启动。

这项由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与世界顶

尖科学家协

会上海中心

联合实施的培养计划，每年遴选

100名有科创潜质的中学生，经

过一年培育从中评选出10名“未

来科学家”。

学员培养计划主要由“科学

素养提升营”“云端学院”“科学沙

龙”“青科团队创新实践活动”四

部分组成。其中，“科学素养提升

营”聚焦补足学员在学科领域基

础知识和必要科研技能上的不

足；“云端学院”和“科学沙龙”则

扩展学员在学科前端领域和交叉

领域的涉猎，学会多视角看待问

题；而“青科团队科学实践活动”

让部分学员在科学家亲自指导

下，获得深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未来科学家春季科学沙龙

中，学员们收获最多的是三个词：

质疑、提问、享受绝望。前两个词

容易理解，对于“享受绝望”，有人

记下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雪峰

的一句话：“我们要学会应对变

化、应对绝望的方式，从而应对那

些永恒，比如永恒的爱。”

“‘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像

一堂‘导论课’！”“希望培养计划

的时间能更长一点！”学员们在

“成长手册”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

感悟，也对未来许下期待。

“未来科学家”会和其他的科

创培养计划有什么不同？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相关人士解释，“未

来科学家”培养计划不是简单的选

拔、培养，更是一种陪伴式的成

长、赋能。在这一过程里，全球视

野的格局、顶尖榜样的引领、科

学精神的浸润和思维方式

的变革，都会给孩子们带

来真实而深远的改变。

本报记者 郜阳
易蓉

这些“别人家的孩子”凭实力走上
“科学T大会”舞台

直面“最强大脑”
科学少年敢想敢问

当“科学第一课”的上课铃敲响，当自己站
上舞台发言，来自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应时萱还
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今天，她与100多位Z世代的“Sci-Ter”（科

学青少年）一道，聆听顶尖科学家导师的授课，
也迎来机会“刁难”一回“最强大脑”们。

百名“别人家的孩子”为何能走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科学T大会”的舞台？前些日
子，“科学T大会”发布主题曲，或许从“Sci-Ter”
的歌声里能找到答案：少年的姿态/勇敢探索自
由自在/少年的热爱/无所畏惧青春气概/一次又
一次地碰撞/让我们变得更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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