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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科学探索是无法预料结果的，
重点在于探索过程本身，学校不能只灌输
给学生已有的知识，而应该激励他们做真
正的探索未知的实验。
——指导老师伦敦大学学院博·洛托博士说

这是一个观察大黄蜂认知能力的实验
洛托说，这是一个观察大黄蜂认知能力的实验。他只是帮助培育大黄蜂和提

供实验器材，“整个实验都是属于孩子们的”，他们提出了大黄蜂能否判断颜色模式
的问题，并自己记录数据和寻找答案。

孩子们最终发现，大黄蜂的确具有观察和学习颜色组合模式的能力。这听起
来很简单，但却为昆虫视觉辨识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小学生们获得一个真正全新的发现
美国纽约大学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两位专家在同期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

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以前研究人员只知道蜂类有很强的空间判断
能力，本以为它们会按空间规律仍然到中间采蜜，而实际上大黄蜂还具有观察和学
习颜色组合的能力。这些小学生的确发现了大人们以前也不知道的事情。

这对大黄蜂的生存至关重要，因为在自然环境中，它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来辨识
“好”或“坏”的花朵。但以前科学界缺少这方面的实验证据，对包括大黄蜂在内的
昆虫视觉辨识模式知之甚少。因此撰写评论文章的两位专家认为，小学生们获得
的是一个真正全新的发现。

25个小学生和大黄蜂“玩”出大论文
探索未知的过程与人类玩耍的天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英国一群小学生创造了一项科研“传
奇”。他们对大黄蜂的觅食行为进行实验观
察，并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生物学通讯》上
发表了研究论文。据称，这是国际学术刊物第
一次正式发表主要由小学生完成的研究论文。

学校应激励学生做
真正探索未知的实验

学术刊物是教授和博士们发
表研究成果的地方，小学生们能做
什么？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在英国德文郡的布莱克沃
顿小学，校长戴夫·斯特拉德威克
放心地让学生们丢下书本，花大把
时间观察大黄蜂，最终就产生了这
样的成果。

作为这些小学生科学指导的
伦敦大学学院博·洛托博士则在这
篇论文的引言中指出，现在科学课
上做的各种实验，基本都是按照规
程操作，论证前人的研究结论，其
结果早在预料之中。真正的科学
探索是无法预料结果的，重点在于
探索过程本身，学校不能只灌输给
学生已有的知识，而应该激励他们
做真正的探索未知的实验。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探索未
知的过程充满乐趣，其本质与人类
玩耍的天性是一致的，很容易做到
寓教于乐。布莱克沃顿小学的学
生们就在论文中写道，观察大黄蜂
是一场游戏，我们设定规则，看它
们能否解开谜题。这种乐趣对于
大科学家来说也是一样，今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就以
此著称，他曾以“会飞的青蛙”获得

“搞笑诺贝尔奖”，并曾表示“做科
研的时候既能够玩耍，又能够领工
资，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据新华社电

这是和大黄蜂玩的一场游戏
这篇论文由来自英国德文郡布莱克沃顿小学的 25

名 8岁至 10岁的小学生完成，伦敦大学学院的博·洛托
博士为他们提供了科学指导。

“据我们所知，这是高质量学术刊物首次发表小学
生的论文”，英国皇家学会的发言人说。皇家学会是具
有数百年历史的久负盛名的科学组织，其主办的《生物
学通讯》属于影响力较大的国际学术刊物，而这篇小学
生论文通过了该刊正常的同行评议审稿程序。

小学生们观察了大黄蜂在实验装置中觅食的行
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实验充满了乐趣，就像是和大黄
蜂之间玩的一场游戏。洛托为他们提供了“游戏工
具”——一个模拟花朵的有机玻璃面板。

这场游戏是怎么玩的？
面板上有4个方阵，每个方阵中有16个圆圈。这些

圆圈可以改变颜色来模拟花朵，圆圈中间有凹槽，用于
盛放模拟花蜜的糖水。

孩子们自己设置了游戏规则：当每个方阵周边为黄
色而中间4个圆圈为蓝色，或周边为蓝色而中间为黄色
时，中间4个圆圈中有糖水。大黄蜂很快就学会了判断
这种模式，到中间“采蜜”成功的概率高达90％以上。

为了探索大黄蜂如何进行判断，孩子们还设计了对
比实验。比如将中间4个圆圈改为绿色，而周边仍是黄
色或蓝色。结果就整组大黄蜂而言，“采蜜”地点较为分
散。说明在第一个试验中，它们不是简单地记住到中间
采蜜，而是学会了判断蓝黄两种颜色的组合模式。

研究还显示，有的大黄蜂在颜色改变后仍然更多地
到中间采蜜，说明它可能比较“聪明”，能够将原来的颜
色模式推广到新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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