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与教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技与教育>>

13位ISBN编号：9787802218925

10位ISBN编号：7802218926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作者：《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编委会　编

页数：1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与教育>>

前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巨龙终于睁开双眼，开始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一言一行可以影响世界的地区强国，成为一举一动备受世界关注的世界大国。
从1949年到2009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满目疮痍挨饿受欺到锦绣大地扬
眉吐气，60年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龙困于野、潜龙在渊到巨龙腾空的惊天巨变，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
作为今天的青少年，祖国末来的主人，你可曾知道：从初建的新中国到今天的政治体制、国际政治地
位，我们党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艰辛？
从为了解决饥饿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解决了温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中国经历了何等曲折的
探索？
从“小米加步枪”解放全中国，到拥有“两弹一星”能够实现太空行走的现代化国防，中国军人付出
了多少生命和汗水？
从一个面临西方社会全面封锁，到成为全面开放，有能力影晌国际社会的世界大国，中国人民做出了
怎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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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初建的百废待兴到今天的气吞山河，从贫穷落后、文盲遍地到科技进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现
大面积高等教育的社会，华夏民族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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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从奠基到辉煌：60年中国科技路第二部分 两弹时代：1960年到1969年的中国科技1.我国第
一台现代数字计算机计算机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代表科技之一。
1946年。
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
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计算机技术的巨大应用前景让许多国家决定投入其中。
为了发展科技，增强国家竞争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决定发展自己的计算机技术。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主持、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机、电
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并制订了计算机科研、生产、教育发展
计划。
我国计算机事业由此起步。
1956年8月25日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著名数
学家华罗庚任主任。
这就是我国计算技术研究机构的摇篮。
由于距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已经晚了十年。
当时决定，先学习掌握苏联已有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
，即“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
1956年9月，我国派出赴苏计算技术考察团。
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团员有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周寿宪、孙肃、莫根生、徐献瑜、严又
光，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等15人。
前苏联方面的接待单位是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团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了考
察，并重点对M-20计算机进行了学习。
1957年4月，我国订购了关于M-3计算机等的图纸资料。
在考察和取得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研制工作开始了，组织了计算机工程组。
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诞生，平均运算速度为每秒30次。
这是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填补了我国现代数字计算机的空白。
2.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是计算机的基础元件，也是我们今天电脑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阶段。
1961年初，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制定年度科研计划时，由中科院和国防科工委共同向该所下达了代号
为“0515”的微型电路组件研制项目。
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国为赶上国际尖端科技而提出的第一个微型固体电路（集成电路）研究项目，其
目的主要是将其用于计算机制造上。
由于当时该项目攻关难度很大，为了加快研制工作，中国科学院决定物理所固体电子学研究室和计算
所半导体室联合进行研制，并成立了由二十多名年轻技术人员组成的“0515”微型电路研究组。
该研究组组长由白元根担任，由沈士刚担任副组长，并由吴锡九、黄敞担任技术指导。
经过多次测试筛选基片后进行全加器电路的组装，1961年，最终做出了两块合格的电路。
经过严格的逻辑功能和动态波形曲线测试，完全达到全加器的要求，其中一块电路稳定性较好，而另
一块则稳定性较差。
由此，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
3.原子弹爆炸1956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自力更生，力争外援
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我国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
该协议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并派专家
来中国帮助研制。
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成就就是原子能技术的发展。
原子能技术首先是伴随着军事目的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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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中，率先利用原子能科学研制出原子弹的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个原子弹，
提前结束了战争。
历史证明原子弹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外在不确定因素很多。
由于不掌握核技术，我国必须面对一些核讹诈行为。
在此形势下，我国决定研制原子弹。
1958年，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然而，就在中国研制原子弹进入关键时刻，中苏两党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引起两国关系的破裂。
1959年6月，苏联以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禁止核武器会谈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的协
定。
并于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核弹
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不过，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并没有用八年时间，在1960年后，仅仅过了四年时间，中国的第一颗原
子弹就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我国西北核试验基地主控制站技术人
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
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
10秒钟后，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向世界宣告，中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核技术，它铸就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
的基石。
从此以后，中国再也不用受其他国家的核讹诈了。
4.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胰岛素是人体一种长形的器官——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具有降低血糖和调节体
内糖类代谢的功能。
使用胰岛素，被认为是治疗糖尿病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从195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
三个单位联合组成协作组，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用化学方法
合成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我国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体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
经实验证明，合成的人工牛胰岛素具有与天然牛胰岛素相同的生物活力和结晶形状。
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而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为可能。
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着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
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它标志着人工合成蛋白质时代的开始，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
的时代。
5.北京地铁修建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筹建北京地铁，1958年铁道部组建了北京地铁工程局，做
了大量的设计规划、施工方案研究和工程试点。
1961年因种种原因，地铁被迫下马。
1965年2月4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了修建北京地铁方案，并在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方案的报告上作了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的重要批示，确定
了北京地铁“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成立了以杨勇同志为首的国务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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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领导小组。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在玉泉路以西两棵白果树下，举行了开工典礼，党和国家领导
人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参加典礼仪式，并为工程破土奠基。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1969年10月1日，全长23.6公里的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试运行。
一期工程自1965年7月1日动工，建设工期4年零3个月。
从北京站至古城路站共设16个车站及一个地面车辆段——古城车辆段。
10月1日开始接待参观。
1971年3月，全长16.1公里的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开工，1984年9月建成，并于1987年实现了两线的联网运
营。
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央决策层。
这份《草案要点》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作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
“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
铁道的建设”。
在当时，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
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
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看起来，没有修建地铁的必要。
但是，就像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
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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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49年，新中国迎来了她的新纪元，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开始，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的那刻起，举国欢腾，到处欢天喜地，载歌载舞，那一天被所有中国人铭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之后的60年，在一穷二白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但成绩卓著的
创业史、探索史和奋斗史。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总有一个个辉煌伟大的成就让人激动自豪。
但是，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走向成功的路途中似乎永远不会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新中国经历过不
同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在探索中也曾有过迷茫困惑，更是走了不少弯路。
但是那些却阻止不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这条沉睡在东方的巨龙觉醒了，而且一直在努力挣脱枷锁、
积蓄力量、奋力升空。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
象征中国真正全面走进世界舞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初步建设了一个小康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让中国有实力成为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国。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中国树立了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
60年的新中国，一步步地重新成为世界的大国与强国。
总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
直到60年后的2009年，祖国母亲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坚强，从曾经的战乱、贫瘠、落后，到新中国成立
后的不断探索尝试和缓慢发展，到现在的文明、民主、富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都在向世人
证明中国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重的国家。
60年来，发生了太多讲不完的故事，那些让人们为之感动、传诵、骄傲的故事伴随着中国走过了这60
年，相信祖国的未来也将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中国不会退缩，中国人民不会害怕，我们的祖国将会
更加富强，坚信，每个中国人都会为自己是中华儿女而自豪。
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新中国60年简明大事典》的各个分册中亲自感受
。
在此，我们需要感谢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新中国60年简明大事典》完稿付出辛劳的各位老师
，感谢参与策划、组稿、寻找资料、编写和审稿的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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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与教育》：6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关于科技教育的大事，每一件事都反映了新中国不
断探索、不断寻求发展，或不断获得进步的努力。
 所有你不知道的，你想知道的，都可以在《科技与教育》中找到答案。
你会知道，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台计算机，是怎样出现在中国大地的
；你会知道，中国的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航天飞船是经过怎样的努力奋斗才由中国人自己制
造出来的；你也会知道，今天的教育体系、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学院系专业体系等是怎样成型的；你
还会知道，你向往的那些著名大学是怎样成立的、经过怎样的发展；你更会知道，60年前的中国实行
怎样的教育方式，发展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其间有什么逸闻趣事。
从无到有的举世无双科技大动作，从弱到强的惊天动地教育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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