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2024.6.14 星期五 编辑 尹家祥
视觉编辑 王玉 校对 李赛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检查电路，一切正常！”“3、2、
1，启动！”随着控制器按钮按下，全
自动化机器人挥舞着灵活的机械手
臂，不停地在“货架”及“生产线”之间
穿梭，迅速抓取、运输、放置……6月
13日中午，新华区曙光街街道凌云社
区的一对父子在家中对他们新设计
的“智慧物流系统工厂”内的运输机
器人进行调试演练。

父亲叫马力，热衷创新。儿子马
浩睿年仅11岁，新程街小学教育集团
五年级学生，是小有名气的“小小发
明家”。小学二年级时，马浩睿就凭
借“智能文具盒”获得了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并在河南省青少年电子信
息智能创新大赛中斩获小学组二等
奖。到了四年级，他凭借“智能校
园”项目，获第二十届河南省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机器人创意系列赛（C
类）二等奖。他的故事还登上了国
家知名青少年科普杂志《爱上机器
人》……马浩睿取得这些成绩，离不
开“助手”、老爸马力的悉心陪伴和耐
心教导。

自学3D打印 为儿子做玩具

为给儿子制作有趣的玩具，马力
自学了3D打印技术。他的家里摆满
了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各种玩具：会
唱歌的猫头鹰，能走路的机器狗，集
唱歌、跳舞、与人对话等功能于一体
的智能机器人……这些玩具不仅满
足了儿子的好奇心，更在制作过程中
激发了他对科技的浓厚兴趣。

马力回忆说，小浩睿 4 岁生日
时，他想给儿子买件特别的玩具，但
逛遍了商店和网店都未能如愿。于
是，他决定亲手为儿子制作玩具。

“当时3D打印技术刚兴起，太酷
了，感觉我这个想法应该能实现！”马
力花了一万多元买了台3D打印机，
竟发现自己“玩不转”。他没有放弃，
坚持自学和摸索，最终成功制作出第
一件作品——智能侦查坦克模型。

“利用手机控制坦克，可在地上
做出行走、转弯、绕开障碍等各种动
作，做好后我拿到家门口附近演示，
大家都稀罕！儿子也特别喜欢，那段
时间从幼儿园回来就玩这个。”让马
力欣慰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小浩睿
也渐渐对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

仅学会了简单的计算机编程，还能制
作一些小玩具。

马力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言
传身教，让儿子不断探索和创新，成
为一名真正的“小小发明家”。

儿子爱拆卸老爸做“靠山”

发明的前提是对事物浓厚的探
索兴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每当小浩睿拿着一个个玩具又拆又
装、大搞“破坏”的时候，马力总是饶
有兴趣地坐在一边看，并时刻准备在
儿子搞不定时亲自出马。有父亲做

“靠山”，小浩睿的胆子越来越大，家
里的闹钟、电脑、摩托车甚至马力珍
藏的收音机、收录机……全成了马浩
睿的拆卸对象。外人惊讶地说：“好
好的东西弄坏了不可惜吗？”马力笑
着说：“有失必有得嘛！”

马力经常关注一些少儿科普杂
志或网上的小发明、小制作栏目，让
儿子依葫芦画瓢，先后用小电珠制作
电池测电器、用废旧齿轮制作升降机
等。每年暑假，各地的科技馆成了父
子俩必去的打卡地。

除了对事物的探索兴趣，发明还
需要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奇思妙
想。小浩睿刚上小学时有一个漂亮
的文具盒，但每次打开和关闭都很费
力，有时甚至会把文具撒一地。他就
想，如果能设计一款文具盒，只需轻
轻一划就能自动打开，那该多好！在
马力的帮助和鼓励下，小浩睿成功发
明了“智能文具盒”，并荣获了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

一次，父子俩在河边散步，小浩
睿看到河中的船只能直行或后退，
他便产生了设计一艘能在水中任意
转向航行的船的想法。在父亲的陪
伴下，他从设计图纸开始，一步步研
究电路、编写程序、组装零件，最终
成功设计出了一艘能360度自由航
行的小船——麦轮船。这项发明也
获得了发明专利。

小浩睿还是个热爱动物的孩子，
他喜欢养猫、狗、蜘蛛、金鱼、蚂蚁
等。有时忙碌起来会忘记给它们喂
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和父亲一
起研究起了自动宠物投喂器。

小浩睿表示，虽然每个“小发明”
都来之不易，诞生过程充满挑战，但
成功后的兴奋感让他乐此不疲，他非
常感谢父亲的支持与陪伴。

开足“马力”，
培养“小小发明家”

□本报记者 刘蓓

孙少峰今年36岁，大儿子晨晨
12岁，小儿子杰杰 8岁，都是小学
生。作为两个男孩的父亲，孙少峰
觉得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与父辈
有很大不同。

孙少峰在叶县叶邑镇经营一
家钢材厂，他的妻子连闪闪在叶邑
镇卫生院工作，两个孩子在镇上的
一所寄宿小学读书。孙少峰关心
两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学习状
况，从学校校长、班主任到门卫大
爷，孙少峰都很熟悉。“孩子爸爸特
别有耐心，还特别负责任。”说起老
公，连闪闪脸上洋溢着幸福，“孩子
在学校有啥事，都是他出面，从来
没让我管过”。

借口角风波教孩子沟通

去年的一个周日下午，该回学
校的晨晨说什么都不愿意去上
学。孙少峰与他仔细沟通后了解
到，原来晨晨在学校与一个高年级
同学发生口角，晨晨落了下风，被
对方骂哭了。虽然不清楚谁对谁
错，但看到晨晨情绪激动，孙少峰
当即耐心安慰，并向儿子保证：“不
管发生什么，爸爸永远站在你身
边。”

随后，孙少峰陪着晨晨来到学
校并找到与儿子发生矛盾的孩
子。原来，两个孩子因班级琐事吵
了起来，并无实质矛盾，也不存在
校园霸凌。经过老师的安抚和家
长的沟通后，两个孩子互相道歉，

和好如初。
“如果有什么事与其他人意见

不合，吵架并不能解决问题。”事
后，对于如何与他人沟通，孙少峰
借机对晨晨说，“心平气和地沟通
很重要，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
人，对方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我们不能左右别人的想法，但我们
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能用吵
架、打架这么粗暴的方式解决问
题。”晨晨听了之后也意识到自己
的问题。

孩子以后平凡点也没啥

晨晨成绩优异，杰杰成绩平
平，只喜欢画画，在学校的绘画比
赛中获过奖。对于两个儿子的现
状，孙少峰很满意，他说：“我的父
母都是普通人，我和妻子也是平
凡人，我觉得孩子们以后平凡点
也没啥。”在孙少峰看来，能考上
清华、北大的孩子凤毛麟角，大多
数人都是在平凡中度过一生，他
更希望孩子们健康、平安长大，在
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做自己想做
的事。

“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
经常因淘气、犯错挨打，我现在对
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刚好相反。”孙
少峰笑着说，他更愿意和孩子们做
朋友。因此，当他得知孩子在学校
犯错也好，与其他人发生矛盾也
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抚孩子，

“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无论面对何
事，他们都有家人做后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接受平凡，
乐当孩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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