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耕教授开讲麋鹿的故事
学到不少科普知识，小听众大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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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12 月 25 日讯(记
者 陈洋洋) “麋鹿大家听说
过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四不
像’，你们知道吗？”24 日上午，
郭耕教授应本报邀请来聊城开
讲麋鹿的故事，还给小听众们
讲了很多奇妙的动物知识。

“原来麋鹿是外国人发
现的，在中国还灭绝过。”2 4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科普演
讲团成员、科普专家、首都麋
鹿博物馆副馆长郭耕教授来
聊 城 举 办 了 一 场 精 彩 的 讲
座，详细讲解了麋鹿的发现、
灭绝和拯救历史。另外，他还
结合猕猴桃等水果和动物的
英文名字，讲了不少大家从
来没听过的动物知识，小听
众们大呼过瘾。

“麋鹿的灭绝其实是本
土灭绝，就是在我国灭绝了，
但在外国还幸存了部分。”郭
耕教授在讲座中，讲述了麋

鹿“坎坷”的生存、灭绝和引
回的过程，引起了小听众们
的极大兴趣，不少小听众在
讲座中不停地问问题。

“讲座太精彩了，听到了
很多奇妙的动物知识。”讲座中
一直认真听讲的本报小记者们
大呼过瘾，杨英硕拿着笔不停
记录，小记者康玉嘉不停地拿
相机拍照。“专家讲得得太好了，
孩子听得很入神。”刘汝宁的家
长说，郭耕教授不仅知识讲得
很精彩，表情和动作也很丰富，
孩子们听得很投入，家长也很
受益。

“聊城这样的讲座太少
了，希望孩子们有机会多听
听。”一位家长说，这次讲座
不仅给孩子打开了一扇科普
之窗，也让家长们很感慨，孩子
们知道的科普知识还是太少
了，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讲座，让
孩子们接触更多的科学知识。

12 月 24 日，郭耕教授绘声绘色地讲述科普知识。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在讲座中，郭耕教授为小
听众们讲解了形形色色的动物
知识，不少小听众表示更喜欢
科普知识了。

“科学知识太有趣啦，我以
后一定保护动物和环境。”讲座
结束后，不少小听众表示，以后
要多学习科学知识，为环境保
护做贡献。“我来听讲前先在网
上学习了，原来科普知识这么
迷人。”听到郭耕教授要来，不
少小听众提前在家做了功课，
预习了动植物科学知识。

“以前我看的科普书比较
少，没想到科学知识这么有
趣。”一名小听众说，这次讲座
让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在讲座中，郭耕教授表扬
聊城的小听众们接受科学知识
很快。“今天我在聊城发现了，
大家很有科学意识。”郭耕教授
在讲座中，发现很多小听众很
热情也很善于互动，他表示以
后有时间还会来聊城给大家讲
更多的科普知识。

本报记者 陈洋洋

郭耕教授一人扮演多种动物

现场召开“动物联合国大会”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在草原上奔波。”“人类说什么
老虎吃人，事实上地球上的老
虎都快被人吃光啦。”讲座上，
郭耕教授拿出各种面具，模拟
起狼、青蛙、大猩猩等，开起了

《动物联合国大会》。
郭耕教授在讲座临近结束

时，给小听众带来了自编自演
的独角剧《动物联合国大会》，
现场模拟狼、青蛙、蛇、猫头鹰、
大猩猩等动物发言，他夸张的
肢体语言、丰富的表情，赢得现
场小听众们的赞叹，小听众听
得很入迷。

郭耕教授讲到，世界上各

种动物对地球都有贡献，就连
人人喊打的老鼠也不例外，老
鼠繁殖力很强，成了很多动物
的食物，供养了很多动物的生
存。在高级动物“人”登场的过
程中，郭耕教授模仿各种动物
的语气，细数人类破坏动物世
界平衡，打破生态平衡的行为，
让小听众们提高了环保意识。

“狼和老鼠都是有贡献的
啊，太不可思议了。”小记者张
静说，这场讲座让她大开眼界，
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讲
座。

本报记者 陈洋洋

小听众们听得很入迷。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讲座结束，郭耕教授送给小听众自己的书《麋鹿苑》，
并为小听众签名。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小听众爱上科普知识

24 日，我们的主讲老师是郭耕
老师，他让我们了解人是灵长类动
物，动物有属名和种名……而我最
喜欢的就是麋鹿了，郭耕老师告诉
我们麋鹿是由戴维神父发现的，虽
然在中国早就有人发现了麋鹿，但
是戴维神父的是正规的科学发现。
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麋鹿却

“离开”了家乡。
在讲座中，我得知麋鹿的老家

在中国，可是在 1900 年的时候，麋
鹿在中国局部灭绝了。听到这个消
息，小记者们都很伤心。但是郭耕老
师又告诉我们，幸好在外国还有一
些麋鹿，我们从外国重新把麋鹿

“请”了回来，麋鹿渐渐在中国又开
始一只只多了起来，这样麋鹿才没
有灭绝。

听到麋鹿回家的消息，我们都
特别高兴。原来到了外国后，由于麋
鹿有点“水土不服”，性格上也有点
太敏感，活下来的越来越少，最后只
剩下了 14 只麋鹿。这 14 只麋鹿被
贝福特养了起来，奇迹发生了，麋鹿
开始繁殖起来，从此麋鹿渐渐多了
起来。终于在 1985 年 8 月麋鹿返回
了它的老家中国。虽然麋鹿回家的
过程很曲折，但很欣慰的是，麋鹿历
经“坎坷”终于回家了。

麋鹿，老家欢迎你，我们会更好
的照顾和保护你的！

(第二实验小学 刘明德)

格小记者习作

麋鹿，老家欢迎你

小小记记者者 大大讲讲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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