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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世界

我是浙江省的理科生，现在上
大二，在国内某 985 大学读工业设
计。大一升大二期间，去了美国最
负盛名的设计学院之一的罗德岛设
计 学 院 （RISD,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上暑期班；大二
上学期，又赴台湾实践大学 （应该
是台湾地区最好的设计学府） 交流
学习了一个学期。

脱离 12 年基础教育才一年半，
又或多或少接触了中国内地、中国
台湾和美国的教育，所以这里我想
谈谈自己对于教育的一些新的理解。

深入骨髓的改变才是教育的真
正目的

什么是教育？爱因斯坦曾说，
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东西全部忘
光了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才叫教育。

2016 高考前几个月，我们超厉
害的北师大毕业的化学老师对即将

高考的懵懂的我们说过这样一句
话：“将来我说的这一些关于化学的
知识都将被你们忘记。无论是我的
化学课，还是物理、数学、生物，
你们统统都会忘记的。那么，你们
现在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高中三
年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是学习学
习，是学会学习这件事。”

这里的“学习学习”不是“学
习”的两次重复强调，而是，前面
那个词是后面那个词的动作的内
容、着落点。

当初懵懂的我理解不了，但是
现在我明白了。9年的义务教育的意
义、12 年基础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更多的不是在于学会了多少，因为
大部分的知识都会被忘却，重要的
是，作为家长应该更加关注的是，
对于孩子品格和个性的塑造、学习
能力和习惯的培养。

抛开高考强制让你在短时间拥
有的那些附着在表面的知识，深入
骨髓的改变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寒假和一个曾在大学教设计的
叔叔聊了蛮久设计，但是关于设计
的收获，却不及我听到的一句话：

“其实一切的一切，都归结于认知。”
这句话我玩味了蛮久。认知的

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么
看世界，决定我们每天说的每一句
话、做的每一件事，并最终决定我
们怎样生活。

大学其实是一次教育的洗牌
那么，大学的教育，在总的学

校教育过程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
角色呢？

我个人觉得是实现自我救赎。
在大学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依靠着
家人父母，才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
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

是自由人。
但是大学四年，能够实现从这

种依附状态到几乎独立社会个体的
转变。获得一项谋生的技能，赎回
自由身，走上社会，找到自己想要
的生活。

上了大学，也让我明白一个道
理，在一定的时间里，学习成果=
学习热情×学习习惯态度。

大学其实是一次教育的洗牌。之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学里的每一个
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专业兴趣都是不一
样的，学习习惯态度是前12年的教育
几乎唯一能够带到大学的东西，每个
人也都有差异。上了大学之后，没有
强制的高考逼迫下的学习环境，每个
人都靠着自己的学习热情和习惯主动
学习，就有了很大的差异。

人生难得走一遭，当然要做自
己最想做的事情啊，但遗憾的是，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
calling （内心的呼喊）、自己真正的
兴趣和自我。

在初一之前，我的语文和数学
都能考年级第一，英语却奇差无
比。但自从初二开始，我的英语成
绩就几乎是最好的，无论是在班里
还是年级里。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是
雅思 7.5，小项不低于 7.0。原因只
有一个，我从初二开始迷上了《暮
光之城》《吸血鬼日记》和《生活大
爆炸》等，这些美剧和电影成了我
学习英语的兴趣之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错！兴
趣甚至能够生出更好的学习态度和

方法论。“所谓读书就是尽量吸收知
识，什么知识都有用，但是知识价
值的高低是受心态影响，心态不
对，就算爱因斯坦亲自授课也没
用。”一位高人曾这样和我说。

所以，我感觉大学主要还是
一场长达 4 年的自我修行，虽然
同学很重要，一起学习的伙伴很
重要，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要
看自己。

其实人生也是一场自我修行的
漫漫旅行，教育是终生的、自我的
认知，发掘也是终生的。所谓学校
教育，可能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
已。

教育是终生的，自我的认知、发掘也是终生的。所谓学校教育，可能只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已……
一位大学生在冰川思想库微博上发表了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新的理解——

人生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漫漫旅行
□□ 橙 汁

30年前，像当时的一部电影《凤凰
琴》中的民办教师一样，我虽不断努
力，却总是与民师转招擦肩而过。那时
我辅导的少先队活动已广为人知（已有

《中国少年报》等40余家报刊报道过消
息）。恰在此时，山东卫视社教部要拍摄
一部关于农村少先队活动的专题片，菏
泽团市委的孙慧书记想办法与我联系。

那是1994年6月底，我接到通知后
赶到摄制组下榻的麟州宾馆，见到了山
东卫视社教部的编导祁建军、“星星
河”节目主持人冯菲，以及团省委的有

“山东知心姐姐”之称的王晓炜、省教
育厅的吴志红等领导同志，他们高兴地
对我说，你的事迹很突出，我们要拍摄
成专题片，通过山东卫视宣传推广你的
经验和做法。随后他们告诉我，山东电
视台的节目已经与卫星接上了，周围多
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节目。

当时我还不知道上卫星是怎么回

事，只觉得这很重要也很荣幸。那一夜
我失眠了。1994年6月28日，山东卫视
摄制组一行四人，连同菏泽市及本县的
几位领导，在准备来我校时天不作美下
雨了。我们丰富多彩的黑板报也被冲洗
掉了，为及时补上，郭兆军老师饭都没
来得及吃，就到校帮着学生把黑板报补
上。

最让人无奈的还是这里的路，道路没
有硬化，泥泞的道路使摄制组无法来学
校。团县委书记王林红说，准备一些雨
具，决不能让山东卫视的巨野之行落空，
这对巨野来说是一件大事。摄制组也表示
不管道路多么难走，一定如期完成。

7月1日这天，摄制组一路泥泞来
到魏海学校这所平凡而又充满神奇的乡
村小学。被雨水冲刷一新的校园，空气
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和花草的芬芳。校
园上空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摄制组
人员的脸上看出，一切比意料的好。真

实的事迹，加上农村的孩子们听话，与
摄制组配合的又十分默契，效果很好。
编导兼摄像祁建军忙忙碌碌，主持人冯
菲不停地补妆，水也顾不上喝……领导
们知道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是
多么辛苦的工作，动情地说：“你们的
奉献精神在鼓励着我们呀！”令在场的
人心中涌出阵阵暖流。

随着 《思维的钥匙，智慧的跳板
——吴长顺和他的少年谜组》的专题片
的播放，我被山东省教育厅、省人事
厅、团省委联合授予“山东省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荣誉称号。

如今，作为教师的我也成了山东省
科普创作协会理事、菏泽牡丹谜社副社
长，担任着多家报刊的专栏撰稿人，有
数百万字的作品在《中国教育报》《中
国教师报》上发表，《越玩越聪明的数
学游戏》4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智
力无极限》4本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中国少年儿童智力挑战全书》
多本将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有
趣的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的版权
出售到了中国台湾，在2018年中国台
湾将出版13本我的游戏书。

想想也是，这饱满的热情就来自于
当初山东卫视给予的鼓励和帮助。有人
认为，运气离我们太遥远，我感受到它
就在我们中间；只要你付出了真心和努
力，总有一天，幸运就会笑盈盈地向你
走来。即使它像流星一样霎那间在心头
划过，只要珍惜，只要把握，那瞬间的
美丽也会在你心里化为永恒。与山东卫
视的相识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幸运呀！

（作者单位：山东巨野县永丰办魏
海学校）

照相机给我们短暂的人生带来
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为我们的日
常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可大家
知 道 照 相 机 的 工 作 原 理 是 什 么
吗？是谁最先发现，又是如何发
明的？

照相机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
单，就是小孔成像。什么是小孔
成像？小孔成像就是我们用一个
带有小孔的底板挡在光源与屏幕
之间，在后面的屏幕上就会呈现
出光源的倒影，我们把这种现象
叫小孔成像。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出真正
意义上的小孔成像实验的人，是
我国著名的学者墨崔 （即墨子），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和他的
学生，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
像的实验，那么墨子和他的弟子
是如何做实验的呢？

据记载，墨子和他的学生是在
一个光线较暗的屋子里做的小孔
成像实验。当时，墨子在一间黑
暗 的 小 屋 朝 南 的 墙 上 钻 了 一 个
孔，而他自己则对着小孔站在屋
外，这时，在房屋朝北的墙上就
出现了一个他的倒影。

通过这个小孔成像实验，墨子

科学性地揭示了光是沿着直线传
播的。在他所著的著作 《墨经》
中“光学八条”中，墨子写道：
景 光 之 人 熙 若 射 ， 下 者 之 人 也
高，高者之人也下。把它译成现
代文就是：光线像射箭一样，是
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直射
过来的光线，射过小孔，成影在
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
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
成一个倒立的影子。

墨子所做的小孔成像实验与今
天的照相光学所讲的完全吻合，它
为照相机、录像机等现代高科技仪
器的发明创造，奠定了光学理论基
础。那么发明照相机的人是谁？他
又是如何发明的呢？

照相机有三大核心技术：显影
技术，定影技术和感光材料。掌
握了这三大技术，照相机就可以
正常工作了。

据考究，发明照相机的人叫达
盖尔，他是一名法国人。他发明
出照相机纯属偶然。有一天，达
盖尔到自己家中的药品柜中去找
药品，突然发现在曾曝过光的底
片上，影子变得非常清晰了。这
是怎么回事？偶然的一次机会，

他在药品箱里，发现有一些小小
的水银珠。凭着职业的敏感，他
马上意识到，影子为什么变清晰
了一定是水银搞的鬼。为了证实
自己的判断，达盖尔就把一张曝
过光的底片放在暗室里，同时用
水 银 蒸 气 来 进 行 实 验 。 果 不 其
然，底片上的影子变清晰了，就
这样达盖尔解决了照相的关键技
术之一——显影技术。

又有一次，达盖尔无意中打碎
了一支温度计，从温度计里流了
一 些 水 银 ， 这 些 水 银 流 到 胶 片
上，起了定影的作用。通过这个
事件，达盖尔得到启发，从而发
明了照相的关键技术之二——定
影技术。

还有一次，达盖尔无意中将一
把用银做成的汤匙放在一块用碘
处理过的金属面板上，结果他发
现这把银匙的影子居然印到了金
属面板上。他大吃一惊。为了寻
找到答案，他特意磨制了一块金
属 板 ， 并 在 金 属 板 的 上 面 涂 上
碘，然后用自制的照相机进行拍
摄，结果出人意料地拍下了一个
银匙的影子。从这一事件中，达
盖尔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照相
的关键技术之三——感光材料。

就这样，达盖尔发明了照相机
的显影，定影和感光材料，掌握了
这三个照相的关键技术，照相机的
出现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
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光
学学会光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照相机是这样发明的
□□ 刘 晨

讲完了照相机的发明历程，现在我们来谈谈照相
机都有哪些用途？

现在的相机已经由上个世纪的老式相机变
成了数码相机。相机的功能也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人们已不再担心冲洗出自己不满
意的照片而浪费钱财。同时，相机的种类也由
原来单纯用于拍摄风光的相机变为：显微照相

机、水下照相机、航空照相机、高速照相机、
文献缩微照相机、印刷制版照相机等多种形式
的照相机。这些相机为方便人类的日常生活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朋友们，在我们在高科技照相机的同时，不要忘
了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明了照相机的基础原理的，我
们应该具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小孔成像
（zhidao.baidu.com）

墨子的小孔成像实验
（zaozhuang.iqilu.com）

达盖尔与照相机
（www.5011.net）

照 相 机 的 功 能 与 用 途

“青年人是时代的晴雨表。”在这个时代，我看到“逃
离北上广”向往诗和远方“乡土中国”的青年，也看到义
无反顾涌入大城市不顾房价与雾霾的青年。身处时代之
中，城与乡、家与国，都是构成我人生愿景的重要部分。

我的理想人生，是至于城而不止于城：居城中以吸
收国际国内新兴之养分，还乡间以反哺大家小家发展之
宏愿。充分沐浴城市之光，返以照亮乡村。

进入大都市发展，将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环。大城
市诸如北上广，是全国精英云集之地，亦是信息交换频
繁之所。大城市特有的国际视野能将我看问题的立足点
从一家一城引领至世界高度，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也
更能掌握高精尖技能。身在最高层，方不畏浮云遮望
眼。这便是城市的耀眼光芒。

我身边也有亲朋好友心怀担忧：大城市人才众多，
恐成压力之源，迅疾汹涌的社会巨浪一下就能将我这般
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拍翻在地，并非合适的发展之所。诚
然，大城市的济济人才和更新迭代构成强大压力，但压
力与发展孰轻孰重？

读到大润发被阿里巴巴收购，高层换人的案例，我便
感到现实已经摆在面前：“时代抛弃你，不会和你打招
呼。”这个时代的本质是大变革、大发展，人无法脱离时
代而存在。在我看来，一味强调诗意、自顾自“慢生
活”，无异于掩耳盗铃，并不适应时代对人才转型升级的
需求。我只愿如鲁迅先生所言，“摆脱冷气”“向上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此外，我也常听长辈们批评00后
生活在鼓励教育的温室中，抗压能力差，那么，大都市的
压力，是否也是磨砺自我之良机呢？我倒跃跃欲试了。

然而，追逐于大城市的生活，是否就为了永远留在
大城市？如今乡村振兴战略方兴未艾，乡村有天然的绿
水青山，也不缺创业机会的金山银山，更何况土地还维
系着中国人深沉的情怀与家族血脉，一味推崇大城市，
岂不是对乡村的背离？

事实上，我认为青年到大城市学习、进步、充实自
我，与回到乡村运用学识并不矛盾。就以我自己来说，我
的老家是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落后与麻木齐飞，我渴望改
变这种现状，但并不是以一个愣头青的身份横冲直撞，而是在大城市中学成归
来，以成熟的心态与技能振兴乡村社会。正如魏源所说，“受光于庭户见一
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囿于安逸的农村只会丧失改变的能力，而经大城市
淬炼方能真正实现乡土中国的复兴。就如感动中国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作为
耶鲁大学毕业生毅然回国扶贫，他守护大地、静待收获的身影，就是我前行路
上最明亮的灯塔。

受光于城市，可照亮乡村。从乡到城的
出走，能实现由城而乡的回归。我个人的小
梦如萤火，但仍可以在中国振兴乡村之梦的
炬火后头，发出一分光来。

（作者系福建省厦门一中高三16班学生）

4月8日，北京丰台区科技馆承担
的北京市科普项目暨2018“中西星空
漫游”系列科普活动在北京十二中科
丰校区报告厅正式启动。丰台区科技
馆特邀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兼科普
专家寇文老师，为初中部的近千位师
生开展了主题为“走进美丽的星空”
的天文科普讲座。

对于大多同学没有亲眼看到过银河
和星座，寇文老师解释道：由于大城
市中光和空气的污染使得我们无法轻
易看到绚烂的星空，拿北京来说，想
要看到银河，必须离开城区至少 100
公里。当寇老师在大屏幕上展示出自
己在内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上拍摄到
的美丽星空照片时，同学们都情不自
禁地发出了赞叹声。

接着，寇文老师耐心地向同学们
普及了天文学中的星座和星图的知识
及中西星座命名的对比。他告诉同学
们，天文学中的星座并不是平时大家
所说的和个人性格、命运相关的12星
座。而是指天空中的一块块星域，就
如同地图上的一个个国家。通过老师
的讲解，同学们初步了解了星座的概
念和用途，以及如何借助天文工具和
星图辨认行星。

另外，寇文老师还介绍了天文望
远镜的进化史，全球著名的大型天文
望远镜和一些重大的天文观测事件，
比如日食、月食以及最近天宫一号的

“坠落回归”；还讲解了天体的演变、天
体坐标系、外星人搜寻等深奥而有趣的
天文学知识。

“中西星空漫游”系列活动通过
天文科普知识讲座、天文科普展览巡
回展示、天文科普DIY课程和野外观
星等，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动手能力，
思维能力和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中

西天文知识和天文仪器的认知，了解中西星空的文化背景及相关
知识，让更多的天文爱好者关注天文，献身天文事业，是实现与
学校教育的无缝连接，使区科技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拓展延伸
和有益补充。本次讲座的顺利举行，也标志着丰台区科技馆

“中西星空漫游”系列科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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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起我与山东卫视结缘，感叹幸运是昙花，短暂却令人长
牵挂；幸福是浓茶，味苦却能品出醇香。时间虽已久远，却总念
念不忘这段“情缘”，回忆中洋溢的满是幸福感。

多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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