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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傳奇物理學家霍金（Ste-
phen Hawking）今年3月離世，科
學界以至各地普羅大眾都對他深感
緬懷。湯博士認為，霍金曾提出
「霍金輻射」等重要理論，固然具
卓越的科學成就，惟其對人類更大
更重要的貢獻，卻是在於透過科普
教育，燃點了全球幾個世代對宇宙
的好奇心，可說是大批科學家及對
科學感興趣的民眾的啟蒙之師。
湯博士說，霍金的魅力除了其對
科學的熱情及宇宙理論的創新外，
更吸引人的是其因「漸凍人症」充
滿戲劇性的人生，再結合本身形象
積極推廣科普教育，成為最具影響
力的科學家。

他提到，近年歐美等地亦出現
不少著名科普專家，「例如Brian
Cox（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物理學和
天文學學院粒子物理學教授）及
Neil Tyson（美國知名天文學家及
科學傳播者），他們除了寫書外亦
經常現身科學節目，深受歡迎」，
對推動社會科普風氣大有幫助。
湯博士表示，現時外國亦有大量

科普節目及紀錄片，但內容較深
奧，對象主要是有數理背景的學生
或專業人士，同類型節目若在香港
受眾或較少，「目前香港科普，首
先要了解受眾，因材施教，讓更多
人增加對科學的興趣，一步步累積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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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fb專頁「湯博

士的物理空間」累計
逾2.7萬個讚好，走在街

上，湯博士亦不時獲小朋友以
至的士司機邀合照，可見其受歡迎程

度。他笑言，自己的科普足跡已遍及研
究院、大中小學、安老中心、街坊大
眾，再加上網絡及電視節目，受眾「光
譜」之闊堪稱全港之最。

學子嘆「中伏」：讀Physics咁難
湯博士說，自己尤其重視針對受眾因

材施教，在不同場合化身「多面人」，
例如電視節目要兼顧娛樂性；面對小學
生則要喚起其對科學的興趣；而於大
學，物理主修課因涉及深奧複雜課題，
要求便非常嚴格，「教書時的我與熒幕
的可說是兩個不同的人，所以亦有一些
同學會覺得『中伏』，感嘆『讀Physics
咁難』呢。」
走搞笑路線，將科學實驗「玩」得多

彩多姿的湯博士，卻堅持科普絕不能
「玩完就算」，需要確保受眾能「Get到
少少嘢」。對於近年的STEM（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熱潮，他認為那確
令年輕一代科學氛圍好轉，惟應該要審
慎地樂觀，「現時有很多STEM活動或
比賽，鼓勵以科技解決生活問題，不過
學生是否真能夠好好培養科學興趣，學
到科學的探究精神及基礎原理，仍然有
未知數。」
湯博士坦言，對STEM教育「華而不

實」風氣感到擔憂，例如一些機械人比
賽，參賽學生、家長以至學校老師校
長，會花全副精神應用3D打印、編程等
技術，務求製作最「精美」作品，然而
基礎科學的學習卻遭忽略，淪為「盲
砌」。

坊間比賽誇張 難育STEM素養
他又提到，坊間某些比賽或活動名目

甚為誇張，「要求小學生設計智能家
居，甚至改善人類能源供應，『一步到
位』要小朋友解決成年世界面對的問
題，但那根本不是他們真正能做到的
事」。他認為部分教界人士只追求表
面，「要做eye-catching（引人注目）的
作品」，惟過程卻過於天馬行空，難以
有效培育新一代的STEM素養。
曾有一次湯博士擔任科學比賽評委，

有學生「踏實」地以數學解難項目參
賽，成功處理資源分配問題，展現及應
用扎實的基礎知識，惟卻沒有受到注
意，令人惋惜；另外亦有人研發了家居
隔音裝置，「同學選用海綿作為隔音材
料，但卻不知道現實中噪音多屬低頻噪
音，海綿難以阻隔，其報告所指能以裝
置降低10分貝的噪音，也與正確的科學
原理不符。」
他認為，這正反映了部分STEM活動
只追求表面效果而忽視知識基礎，「其
實STEM並不需要很Fancy（花巧），
即使只是簡單的量秤，如果能讓學生學
習到實驗方法及科學思維，已經是很好
的活動。」他強調老師於香港的STEM
發展扮演關鍵角色，需要指導學生連繫
好相關的知識及原理，才能讓年輕人發
揮所長為未來作貢獻。

從大學校園跳入「公仔箱」，湯
博士笑言，自己當初參與《學是學
非》時，亦只是「傳統地」因應科
學現象在鏡頭前作正經講解及實驗
示範，直至有一次工作人員突然邀
請他到古裝街進行西瓜降落傘的實
驗，並與主持人一起主演小劇場作
有趣的互動對答，自此開闢了「新
戲路」。
雖然經常於節目展現鬼馬輕鬆的
一面，但湯博士坦言，拍攝過程中
自己亦有不少心理壓力，除演出初
期因不適應而頻頻NG外，因為對
實驗要求嚴謹，他每每希望能清晰
全面地解釋當中科學原理，惟因時
間有限，製作又要求畫面吸引，如

何做好平衡是相當大的挑戰，「要
做到實驗畫面精彩，很多時涉及4
個至5個原理，若只集中解釋其中
一個，或用比喻手法，從科學角度
卻並非十分準確，故只能取捨，以
求讓觀眾容易明白。」
湯博士又提到，雖然節目是介
紹科學，但負責內容的工作人員
其實大多未有修讀相關學科，拍
攝前需要多作事前預備及磨合；
反而個別主持人科學底子不錯，
「例如Mayanne（麥美恩）她在
大學讀化學，秀文（張秀文）都
懂一些背景知識，有時我還未開
始示範實驗，她們就已經知道原
理了。」

小劇場妙答小劇場妙答
開闢開闢「「新戲路新戲路」」

「霍金燃點全球對宇宙好奇心」

如同不少科學愛好者一樣，
湯博士的科學路，始自對夜空滿
天星宿的好奇嚮往。年輕時他受
科普經典著作《星星、原子、
人》啟蒙，認識到在茫茫宇宙
中，人與極大的星星及極小的原
子，竟有着冥冥中的近似關係，
亦即原子對人的質量比例，恰恰
跟人對星星的比例相同（原子：
人＝人：星星），因而深深感到
科學既奧妙又神奇。
小學時的湯博士，數學成績只

是50分的僅僅合格水平，他笑
言，自己小時候並不「話頭醒
尾」，計數時往往會不着邊際地
思考，又會將題目無關數字代
入，所以速度很慢。不過正是這
種愛思考及尋根究底特性，有助
他之後學習科學想通原理並舉一
反三，所以到中五會考時，他搖
身一變成為5個數理科目全奪A
的尖子，為大學及研究院修物理
奠基。
會考後湯博士開始閱讀愛因斯

坦相對論的相關書籍，更深入認
識到物理的神奇，一條理論竟能
解釋原子層面以至整個宇宙的運
作，「點解物理可以咁犀利，最
大到最小的都包含其中，實在好
Powerful！」
而在大學唸博士當助教期間，

湯博士漸漸發現比起投入全副精
神爭取科研突破，自己更喜歡以
簡單方式向學生講解艱深的原
理，過程亦更有滿足感，遂選擇
畢業後執起教鞭，以「科學教
育」為畢生意向，「大概我教書
的天分，比起做研究更加高
吧」，他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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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學非》以鬼

馬「毒男」形象為人熟知

的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

昇博士，近年爆紅網絡，是香港科普教

育界代表人物。熒幕以外，他自言是一個「多

面人」：推廣科學時，他尤其關注受眾的反應，可

以是長者的老友記、孩子的好同伴，在課室中又會

化身嚴師，讓貪得意選報的大學生感「中伏」。對

於近年學界興起STEM熱潮，他既感樂觀卻不無憂

心，生怕學生受追求表面花巧的風氣所累，只

懂「盲砌」卻忽略了學習基礎知識，無

助真正的科學普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謝佳怡、

梁祖彝

■■湯博士示範空氣炮

湯博士示範空氣炮。。

創新及科技被視為香港未來新方向，惟

本地社會長年以來科學氛圍淡薄，要吸引大

眾關注並鼓勵年輕人投身科創發展面對不

少挑戰，而科普教育便是當中關鍵。香港

文匯報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多名科學

及教育界有心人，如何透過不同平台化身為

KOL，落力傳播科研知識及探究精神，讓科學

的種子亦能於社會特別是新一代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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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博士與湯博士與《《學是學非學是學非》》的主持合照的主持合照。。湯博士湯博士fbfb

■■湯博士不時參與科普活湯博士不時參與科普活
動動，，親身為中小學生講解科親身為中小學生講解科
學實驗學實驗。。 湯博士湯博士fbfb

■■湯博士備有大量科學湯博士備有大量科學
道具道具，，配合科普教育配合科普教育。。
圖為離子球圖為離子球。。

中大物理系的走廊牆排滿科
學史上大批著名物理學家的肖
像及簡介。湯博士應邀與他們
「擺post」合照，不忘取出道
具扮鬼扮馬，向眾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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