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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名侦探柯南》作为一部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动漫，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将其中的化学知识整理出

来，以这些化学知识为主线，结合相关剧情开展化学科普意义重大；同时，这种创新型科普方式经过实践的

检验，对于我们当前科普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是

一种行之有效、效果良好的创新型科普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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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 —2020 年）》指出，实施青少年科学素

质行动是“十三五”时期重点任务之一，同

时提出加强公开课、开展科教活动、推动信

息技术与科技教育三大措施推进高等教育阶

段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实施科技教育与培

训基础工程、实施科普信息化工程也是该文

件提出的重点任务 [1]。由此可见，科学知识

普及对于公民而言非常重要。然而，由于一

系列社会、经济原因的存在，科普推广并不

顺利，效果也不突出。我国科普事业发展还

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科普工作理念、

模式、机制、评估等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具

有与新时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2]，例如

《中国广州文化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指

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州，其公民整体

科学素质落后欧盟 20 年，其中大学生基本达

到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 36.14%。在广州

这样一座对外开放历史悠久、开放程度高的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与广州同等水平或低于

广州的地域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观之，科

普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揭示着

自然界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 [3]。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

的基础性学科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对其

进行科普十分必要。近年来，化学出现被普

通人妖魔化的趋势，例如，法兰琳卡的广告

中公然宣称“我们恨化学”。虽然该广告在被

众多化学界人士驳斥后停止播放，但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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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反映了化学科普的恶劣处境。因此，

我们需要创新科普方式，以一种更加有趣的

方式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当下的莘莘学子

可谓是伴随动漫成长的一代；因而利用动漫

这种受众广泛且为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

科普便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尝试。而在众多

动漫中，我们选择了《名侦探柯南》。

《名侦探柯南》是作为最著名的国民级动

画片之一引进中国的，它主要介绍了小学生

柯南屡破奇案的故事，动漫已经连载 24 年，

至今仍每周一集持续播出，培养了大量中国

爱好者。与其他动画片不同的是，熟悉《名

侦探柯南》的人都知道柯南不仅善于推理，

还精通包括化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知识。以

《名侦探柯南》TV 版为例，有关化学及其相

关知识的运用几乎涉及每一剧集，更不用说

有许多剧集还涉及了多个化学知识点。因而

利用《名侦探柯南》进行化学科普可以说既

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可能性。最终，“以科普

对象为中心，以化学知识点为主线，系统性

的通过动漫案例激发兴趣、同时利用现场实

验体验等开放互动方式来有效开展科普”[4] 的

创新型科普模式应运而生。

1柯南科普与化学相关性
《名侦探柯南》中蕴含着众多科学知识与

科学方法，而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其所具有

的化学知识，并将这些化学知识作为科普推

广的基础。

剧情中“工藤新一被神秘的黑衣人灌下

关 键 药 物 APTX4869 后 身 体 缩 小 而 变 为 七

岁的小学生。他化名为‘江户川柯南’屡破

奇案”，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化学药物

APTX4869 使柯南变小的同时又是贯穿整个

《名侦探柯南》剧情的关键，因此可以说，

化学知识是《名侦探柯南》剧情推进的关键

因素。

此外，柯南、灰原哀和贝尔摩德（Verm-

outh 苦艾酒）利用 APTX4869 实现身体变小

或者返老还童，这是《名侦探柯南》剧情得

以出现的关键。追求返老还童这一目的，也
表 1  部分化学知识集中展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科普报告名称

APTX4869 与返老还童的秘密

点亮生命的火火火火
灿烂星空下的魔法师
演绎冰与火的协奏曲

一秒进入人间仙境

那些年我们一起记忆过的各种石灰
隐形的室内健康杀手
破解幽灵鬼屋与奔腾血水

关键知识点

炼丹术与炼金术

燃烧化学
烟花化学
可燃冰与烷烃

干冰、液氮等低温知识

石灰
甲醛等有害气体
化学变色反应

引用的剧情名及情节要点
云 霄 飞 车 杀 人 事 件 —— 高 中 生 服 用 神 奇 药 物
APTX4869 变为小学生
通往天国的倒计时——大楼发生火灾
复活的死亡讯息——利用烟花声响制造不在场证明
绀碧之棺——利用可燃冰的爆炸脱险
帝丹小学七大离奇事件——利用干冰遇水释放雾气来
制造奇异事件
新闻照片杀人事件——利用石灰遇水放热来制造火灾
看不见的凶手——车内喷洒甲醛杀人
幽灵鬼屋的真相——酚酞遇氨水变红类似血水

图 1 《名侦探柯南》中蕴含着大量化学知识
注：图片来源于 https://b-ssl.duitang.com/uploads/item/201408/13/20140-
813163540_TUmtP.jpeg。

图 2  使工藤新一变为江户川柯南的关键化学药物

         APTX4869
注： 图 片 来 源 于 http://wenwen.soso.com/p/20100403/20100403153749-
151904178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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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中国古代炼丹术的追求目标；西方古

代炼金术的追求目标——点石成金的哲人石，

同样也有返老还童的功效。而非常巧合的是，

中国炼丹术以及西方炼金术刚好是东西方现

代化学得以出现的关键。因此，我们相应整

理了“APTX4869 与返老还童的秘密”的科普

报告，结合炼丹术与炼金术作为关键知识点，

开展关键化学知识点的介绍。表 1 是现在整理

的比较完善的以 8 个化学知识点来开展科普宣

讲的实例情况 [5]。

以上只是我们结合《名侦探柯南》具体

剧情选取的部分知识点。当然，我们并非只

是简单罗列出这些化学知识点，而是要以科

学知识为主线，将柯南动漫剧情巧妙融入到

科普推广中去，在普及化学知识的同时充分

发挥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功能进而科

普其他学科知识。这些只是《名侦探柯南》

众多化学知识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进行化

学科普的基础；而当我们真正选择利用《名

侦探柯南》这部动漫来科普其中蕴含的化学

知识时，如何利用《名侦探柯南》进行科普

又是重中之重。

2科普方法的创新与实践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传播学家和社会学

表 2 《可燃冰与烷烃》科普报告的具体设计（约 80 分钟）

序号

1

2

3

4

5
6

报告环节

跟柯南温剧情

跟柯南学化学

跟柯南走四方

跟柯南炫魔术

跟柯南听音乐
跟柯南作总结

关键知识点
柯南剧集《绀碧之棺》中，柯南利用可燃冰不稳定、不
断释放甲烷气体的特点，判断山洞顶部有大量甲烷气体，
利用铁链产生火花引发甲烷爆炸，炸开山洞而顺利逃生
甲烷的性质，甲烷、天然气、煤气、液化石油气的区别？
有关安全生产知识及安全使用知识，可燃冰的形成原理，
最近中国对可燃冰的开发
具体介绍有关天然气的开采历史，与石油开采的比较，
中国历史上对天然气、石油的开采历史。百慕大三角与
可燃冰的关联性，著名小说作品《冰与火之歌》（即最
近非常火爆的剧集《权力的游戏》的相关介绍

生活中的简易可燃冰：利用醋酸钙制备白色固体酒精，
类似于可燃冰

播放《冰与火之歌》主题曲
归纳总结本次课知识要点，包含部分习题，以及推理题

教学方法设计及时间分配
引入可燃冰与甲烷相关剧情，甲烷知
识穿插于课程每个环节中，动画演示
及讲述约 10 分钟左右

具体介绍各种科学知识，案例法讲述
约 30 分钟

拓展性知识，报告人可与听众采取互
动形式进行交流，约 20 分钟

实验演示加讲述，听众可参与操作，
约 10 分钟，穿插在跟柯南走四方中
进行演示
让听众感受到冰与火的冲击 5 分钟
复习梳理知识体系，约 5 分钟

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把传播的基本过程概括为

5W 模式，即“谁（Who）？对谁（to Whom）？

经 过 什 么 渠 道（in What channel）？ 说 了 什

么（says What）？引起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6] 在科普工作的过程中，科普创作

就是通过文字、图片、动漫、多媒体交互、视

频、游戏等多种方式把科学知识向普通民众说

清楚，说明白，达到普及的目的，即生产科学

传播的内容（say What）[7]。当我们选择利用

《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时，如何向受众

科普其中蕴含着的化学知识是我们必须解决

的问题。2012 年，我们开始在中南大学校内

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经过多

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且富于创新

型的科普方法——现已形成以中南大学为核

心、辐射全国的良好生态科普链条，真正将

化学科普落实到实处，使更多人受益。

2.1 中南大学校内科普

2.1.1 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在中南大学校内利用《名侦探柯南》开

展化学科普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开展科学素质

课教育，于是自 2012 年 9 月起，我们将广大

学生喜欢的动漫——《名侦探柯南》的科学知

识融入素质教学体系，在《化学与人类》的

基础上创建了《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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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名侦探柯南》中的化学知识点为主

线，将相关剧情作为切入点，采取案例分析、

分组讨论、实验分析、亲身体验等多种开放

式教学方法开展化学科普。这一模式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这种以科学知识为主线，充分

体现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的内容设计，

有利于激发听众兴趣 [5]，对于化学科普而言发

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拟以表 1 中重要报

告之一《可燃冰与烷烃》为例，来说明具体

实施方案（如表 2 所示）。

2.1.2 化学魔术秀

化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生动有

趣的化学实验，不仅能揭示物质变化的本质，

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培养他们的探索

精神 [8]。为此，结合柯南的动画剧集引入了一

些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趣味化学魔术（见表 3 和

图 3）供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充分展示了化学

的实验性特征与科普的趣味性；此外，很快将

录制大量视频，届时还会上线发布，并且将出

版《生活中的化学魔法师》等科普书籍。

表 3  趣味化学魔术演示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报告主题
炼丹术与炼金术
燃烧化学
烟花化学
可燃冰与烷烃
干冰
石灰
甲醛
化学变色反应

魔术名称
振荡反应
冷火
铝热反应
海底世界
冰激凌
狰狞的鸡蛋
气味消失了
无字天书

主要原理
碘周期性产生与消耗使淀粉发生蓝色与无色的互变
丁烷气体注入洗涤剂泡沫中进行燃烧
烟花中铝热剂反应发出强光（观看视频）
多种颜色的硅酸盐的快速析出并定向生长
干冰气化制作冰激凌
鸡蛋壳（石灰质）与酸反应放出气泡
氨水被吸附性物质吸附（有害气体的吸附）
米汤水中淀粉遇碘变蓝

2.2 中南大学校外推广

除了在中南大学校内利用《名侦探柯南》

开展化学科普外，我们还利用奔赴学校宣讲、

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形成了以中南大学为核心，

辐射全国的良好科普生态链条，扩大了科普

的范围，真正地使更多人受益于这一动漫科

普模式。

为了更好地促进其他学校利用《名侦探

柯南》开展化学科普，我们还采用“互联网

+”模式进行科普推广，目前已经建设了网络

云盘共享空间，相关的动漫视频资料、趣味

魔术视频资料以及各种教学课件资源等数量

已接近 50G（包含 8 个英文课件，35 个中文

课件，500 多个课件初稿，36 个化学魔术操

作及揭秘视频等）。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现代信

息技术在科技教育和科普活动方面的积极作

用，促进学校科技教育和校外科普活动有效

衔接和科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推进信息

技术与科技教育、科普活动融合发展，满足

青少年对科技、教育信息的个性化需求 [1]。而

在中南大学的影响下，当前已经有二十余所

大学及中学的老师们开始利用《名侦探柯南》

开展教学与科普工作，他们使用了中南大学

提供的课件，许多人取得了良好的科普成效。

系列课程，众多课程，相关人员建立了科普

交流微信群，针对听众学历水平的不同，各

位老师采用知识层次自行进行删减，有力地

促进了本方式在各类科普受众中的推广。

图 3  燃烧化学的冷火在手上燃烧的实验，效果非常酷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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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普成果与意义
《名侦探柯南》这部动漫在进行化学科

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取得了相

当丰硕的成果，而这也是利用《名侦探柯南》

这种创新型科普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最好佐证。

3.1 科普成果

通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的

报道及成果完成人到大、中学校的多次宣讲，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5]。笔者

曾受邀参加了江苏卫视《一站到底》、江西卫

视《顶级对决》、湖南卫视《趣科普》、北京

卫视《科学时间》等系列科普电视栏目，并

在科普时报头版头条发表《学习化学也可如

此酷炫》一文，这是利用《名侦探柯南》开

展化学科普在媒体报道层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笔者除了受邀在全国各地进行超过 30 场名

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的科普宣讲之外，还于

2017 年 8 月作为唯一特邀嘉宾在韩国釜山外

国语大学举办的“2017 东北亚青年领袖论坛”

上发表《科技引领时代发展——从名侦探柯

南开始》的主题演讲，引起了与会的 90 余

名来自中国、韩国、俄罗斯、蒙古特别是日

本的青年英才们的极大兴趣，这是利用宣讲

或演讲方式扩大创新型科普设计与实践的影

响；同时，与《名侦探柯南》科普相关的图

书即将出版并得到长沙市科协科普计划的支
表 4  2017 年春季柯南课问卷调查情况一览表及李克特五级量表分析情况

序号
1
2

3

4

5

题目 / 选项
丰富了不少你的科学人文知识
通过引入动画科普教学，大大提
高了效果
你会向你的学弟学妹推荐名侦探
柯南与化学探秘
看到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的影
响力，我作为中南学子很自豪
我希望把结合动画科普教学的模
式推广出去

非常同意
174 (78.03%)

201 (90.13%)

186 (83.41%)

197 (88.34%)

188 (84.3%)

基本同意
44 (19.73%)

20   (8.97%)

32 (14.35%)

22   (9.87%)

26 (11.66%)

中立
3 (1.35%)

2 (0.90%)

5 (2.24%)

4 (1.79%)

9 (4.04%)

不太同意
2 (0.9%)

0 (0%)

0 (0%)

0 (0%)

0 (0%)

反对
0 (0%)

0 (0%)

0 (0%)

0 (0%)

0 (0%)

高分区
5

5

5

5

5

低分区
4.15

4.6

4.3

4.6

4.4

均值
4.75

4.90

4.81

4.87

4.80

方差
0.269

0.114

0.198

0.152

0.239

辨别力
0.85

0.40

0.70

0.40

0.60

持，利用书籍这种受众广泛的方式开展柯南

化学科普能有效扩大受益群体；此外，通过

相关实践、调研与总结，还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理论成果：《化学与人类》课程创新与实践

教学新模式获得中南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 2012 年 10 月），《名侦探柯南与化

学探秘》：创新型科学人文素质课程的实践与

示范获得中南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2015 年 9 月）[5]。以上种种成果皆在一定

程度表明，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

普在各个层面都具有相当好的社会效益，能

够使更多人受益。

3.2 科普意义

在新的科学文化时代，突破科学共同体

的内向主体性，打造“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价值理念与行动方案转型，是

科普与科学文化的共同使命 [9]。利用《名侦

探柯南》这种创新型科普方式开展化学科普，

一方面，学生乐于接受，曾经就有学生表示

他将柯南宣讲作为选择报考中南大学的理由；

另一方面，还可以用来普及化学知识，提升

公民的科学素养。

这里有一份针对 2017 年春季选择《名侦

探柯南》的 223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并根据汇

总的数据自动进行了分析，按照李克特五级量

表进行了分析，见表 4。

根据统计问卷调查中“非常同意”和“基

本同意”的数据可知，98% 的学生表示上课后

丰富了自身的科学人文知识；99% 的学生表示

引入动画科普教学，大大提高了效果（值得注

意的是有超过 90% 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观点）；

98% 的学生表示要向学弟学妹推荐此课；98%

的学生表示为中南大学有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

秘而自豪；96% 的学生认为以动漫结合科普教

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 <<< 徐    海    段仁杰    付刚华  等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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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值得推广。综上所述，名侦探柯南与

化学探秘的科普教学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也得到了广大学生的好评。

而通过对李克特五级量表分析可知，利

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的各方面情

况令人十分满意，所有选项高分组（前 30%）

的得分均为 5 分，且方差很低，表明分数波

动不大，绝大部分人都对此表示满意。其中

选项的平均分均在 4.5 以上且多数在 4.8 以上，

说明广大学生对各项问卷调查的认可度极高。

另外，绝大多数的题目辨别力均小于 1，而题

目 2、4 的辨别力更是小于 0.5，说明绝大多数

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也

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

科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科普的创新性
为什么“以科普对象为中心，以化学知

识点为主线，系统性的通过动漫案例激发兴

趣、同时利用现场实验体验等开放互动方式

来有效开展科普”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科普

效果呢？究其原因，在于把握了这种科普模

式所具有的科学性，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用实践检验其科学性

所在。因此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著名环境科

学 家 Molina 教 授 到 访 时 才 会 给 予“ 结 合 动

漫剧情来介绍空气污染问题极具创意，得到

广大学生的喜爱也是理所当然”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现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

士也曾赞誉其“通过动漫等形式激发学生兴

趣来开展教学的创新型人文教育模式……为

教学多样化打开了新的窗口”。因此关注这

一科普模式所具有的科学性或言其为创新性

对于我们开展科普工作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而这种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科普推广方式多样

通过采取中南大学校内外开课、国际国

内学术报告、湖南省内外宣讲、线上线下传

播、 教 材 出 版、 发 表 专 题 研 究 论 文、 主 题

媒体报道等多途径进行全方位推广，扩大了

这一模式的影响，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和辐射

作用。

4.2 坚持实践第一性原则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这种科普模式采用“化学魔术体验”等实践

手段，通过展示化学实验的魅力，让大众在

客观真实的化学实验中了解化学，从而学有

所成。这又契合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实施方案（2016 —2020 年）》提出的“鼓

励普通高中探索开展科学创新与技术实践的

跨学科探究活动和组织开展大学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等课程改革，推进高

校科学基础课建设，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与

科学实践、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的探究能力”措施。

4.3 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

《名侦探柯南》作为全民喜爱的国民级动漫，

其蕴藏的化学知识与受众联系密切，二者结

合起来相对容易，是进行化学科普的极佳切

入点。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的

最终落脚点还是人，采取这一科普模式有利

于满足受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促进受众的

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此，这一科普模式打破

原有设置，选择大众感兴趣的剧情案例作为

主题，围绕主题以“化学知识为主，相关知

识为辅”的原则分成多个栏目并设计知识点：

通过剧情回放，激发受众兴趣；通过案例问

题探究，展开化学知识的学习；通过“走四

方”，介绍古今中外的科技人文史实；通过推

理，领略逻辑思维和知识应用的奥妙……所

有的科普设计都从受众需求出发，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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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众的化学科学知识素养，可以说真正

做到了“以人为本”。

5结论
利用《名侦探柯南》开展化学科普这一

创新型科普方式，以科学知识为主线，将柯

南剧情巧妙融入科普推广中可谓意义非凡；

同时这种模式也可以作为一种可供借鉴与复

制的方法用以推广《名侦探柯南》中蕴含着

的其他学科知识，具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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