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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交汇

调查中，79.6%的受访者是少儿家
长，20.4%的受访者不是。生活在一线
城市的占 30.0%，二线城市的占 49.5%，
三四线城市的占 17.1%，县城和乡镇的
占2.8%，农村的占0.5%。

55.7%受访者表示，会让孩子学习
少儿编程

山东济南的王菊清 （化名） 是一名
10岁孩子的妈妈，在她看来，编程对数
学要求很高，“我孩子对绘画、音乐更
加敏感，我不想让她这么小就过度学
习，所以不会去要求孩子学习编程。但
如果孩子真的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支
持她学”。

某少儿编程培训网站CEO袁哲栋向
记者介绍，现在少儿编程培训市场是在
快速增长阶段，“我们从 2014 年开始做
少儿编程，学生数量年增速在 10 倍左
右”。

调查中，64.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了
解少儿编程培训，35.4%的受访者坦言
不了解。55.7%的受访者会让孩子学习
少儿编程，18.9%的受访者不会，25.4%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我女儿有一个同学，C 语言、Java
语言都学过，数学方面确实接受能力更
快。我觉得少儿编程就是提前训练了孩
子的逻辑能力和数学概念，应该会从侧
面对数学的学习有帮助，再去学四五年
级的数学肯定会轻松一些。”王菊清说。

南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安全系
教授贾春福认为，当前少儿编程培训
热，从科技的发展趋势和孩子将来的就
业能力来看是个好现象。“但建议在上
小学以后再进行培训，孩子年龄太小，
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调查中，54.4%的受访者觉得孩子有
必 要 专 门 学 习 少 儿 编 程 培 训 课 程 ，
21.9%的受访者觉得没必要，23.7%的受
访者坦言不清楚。65.3%的受访者指出
少儿编程培训市场目前缺乏完善的教学
体系，49.6%的受访者指出少儿编程师
资匮乏，46.4%的受访者认为少儿编程
培训门槛高，优质机构较少，42.3%的
受访者觉得课程形式相对单一。

68.2%受访者建议家长保持理性，
不盲目跟风

业内人士指出，所谓少儿编程语

言，更多的是引导、启蒙的作用。不会
打字的孩子也可以很快上手，创造出各
种好玩的游戏、动画获得成就感。积木
块的代码模块可以帮助孩子们避免发生
语法错误，从小就学会像程序员一样思
考。常见的 Scratch、Tynker 等都属于儿
童编程语言，它们都是用图形化界面、
简单拖延代码块的方式教孩子学编程。

少儿编程培训应该培养孩子哪些方
面的能力？调查显示，57.0%的受访者

认为应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
象思维能力，57.4%的受访者认为要提
升孩子的创造力，49.8%的受访者认为
增强孩子自信心很重要，47.3%的受访
者认为要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
20.5%的受访者觉得要锻炼孩子英语语
言能力。

贾春福认为，少儿编程培训应该主
要培养孩子的编程意识，为以后的逻辑
思维训练作铺垫。

袁哲栋介绍，孩子在少儿编程培训
课程中主要培养的是逻辑推理、数学计
算、空间想象和创造力。“在课程设置
上首先会考虑如何调动孩子学习的兴
趣，对创造的兴趣衍生出对其他学科的
兴趣，第二是要让孩子听得懂，第三是
让孩子在认知思维上有一个长期的发
展”。

对于少儿编程培训市场乱象，68.2%
的受访者建议家长保持理性，不盲目跟
风，55.9%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引导和梳
理作用，51.9%的受访者建议提高机构
准入门槛，38.1%的受访者建议对教师
进行资格认证。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参加一次大会
上做了下面的分享，大家深表认同。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
有位驯象人从来不把大象拴在大树

上，只是把它用一根细绳拴在小竹竿上。
很多人非常诧异，以大象的力气，别说小
竹竿，哪怕是一棵树都不一定能拴住他。

一根细细的绳子，小小的竹竿怎么能
拴住力大无比的大象呢？原来，在大象还
是小象的时候，它就被拴在竹竿上。小象
虽然拼命挣扎，却无力逃脱，最后终于放
弃了努力，并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竹
竿，我是无法挣脱的。

渐渐的，小象变成了大象，却再也没
有想过如何挣脱竹竿。

能够拴住大象的不是一根竹竿，而是
它给自己思维的束缚。如果你之前做不到
一件事情，认为以后也做不到了，这种状
态在心理学叫做“习得无助行为”。指的
是，一个人当他觉得做一件事情，在当时
认为能力有限无法完成的时候，以后遇到
问题都会轻易放弃，对自己的缺点不足听
之任之。

就像文中的小象一样，要想打破“习
得无助思维”唯一的办法是消除自我设
定。不要给自己设定我做不到的边界。而
是遇到困难，随时敢于尝试，不要在认知
和思维上轻易否定自己。

电视剧《士兵突击》中，最让我有感
触的是许三多做的333个腹部绕杠。许三
多刚开始是一个孬兵，啥事儿到他面前，
首先很无奈地说：“班长，我不行。”

史班长激他，“你要能悠出50个腹部
绕杠，这月先进班集体给咱们。”

为了集体荣誉，许三多咬咬牙，上去
悠了，看着周围战友太多，干脆不计数
了，让班长在旁边计数。许三多悠到第87
个时忍不住问：班长，有 50 个了吧？史
班长忽悠他，还不到 50 呢，继续加油。
最后做到333个，打破军旅记录。

本来许三多以为自己 50 个都不可能
做到，最后却做到333个。

人的潜力是在不断挑战当中，被激发
出来的，一个习惯给自己的思维和意识设
定障碍的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自己。

经常有读者问我：我事业遇到瓶颈，
职场遇到瓶颈，人生遇到瓶颈，怎么
办？”我回答：一个人奋斗到一定高度，
遇到瓶颈，突破不了自己。不是能力问
题，而是思维意识的障碍。把你脑子里一切，你认为做不
到的事情全部清空，然后像没有遇到过困难一样，打破固
有思维在每个环节一点一滴重新再去尝试。

你的人生你说了算，你今天尝试不成功，并不代表你
明天就做不到，或许此时的你就像大象一样，只要勇于尝
试，轻轻甩甩头，轻而易举就挣脱掉了小小的“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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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科学之母，它的繁荣与否
决定着社会的进步与衰退。十年来，
中国的数学文化越来越受到数学界人
士的重视。今年8月，南开大学的顾沛
教授告诉我，全国范围内已有300来所
大学开设 《数学文化》 的课程。数学
教授刘建亚与汤涛创办的 《数学文
化》 杂志自从 2010 年春创刊后，很受
读者欢迎。丘成桐教授等编辑的 《数
学与人文》 丛书也已出版了近 20 本书
籍，覆盖了数学人文情结的各个方
面。全国性的数学文化论坛会议在严
加安先生的主持下，迄今已经连续召
开了八届，影响深远。

此外，有一批年轻的数学博士，
不是热衷于挤SCI的研究性文章，而是
积极地从事数学的普及工作，发表有
价值的数学家的评述，出版优秀科普
著作的译本，致力于惠及普罗大众。
这些可能比为了升职、为了奖金而发
表基本无人看的学术论文对社会的发
展，更具有价值，更令人感动。

但是就整体而言，在中国，数学
文化的氛围还不够浓烈。虽然已经有
了一本潜心数学文化的好杂志，但还
只是“一花独放”。由于学术评估指导
思想的影响，学界太看重研究，导致
整个高校教师队伍忙于制造论文，鲜
有人愿意撰写科普文章。记得我 2011
年春应 《数学文化》 的汤涛主编邀请
正 在 写 作 《混 沌 分 形 漫 谈》 一 文 之
时，就有几位学术同仁对我说“现在
谁会写这类文章”。

他们的观察是对的。正因为如此，
证明定理似乎成了我国数学家唯一的职
责。数学的技术性笼罩着一切，而数学
的文化性及启蒙性却被搁置一边。因而
我们常常看到众多的数学教授在自家的
周围辛辛苦苦忙个不停，却不知道外面

的世界花花绿绿多么精彩。如果数学家
沦落为仅仅以证明定理为生的“证明机
器”，他们就会缺少“仙风道骨”。这就
定义了何为工匠，何为大师。从现在
起，我们应该多鼓励年轻的博士硕士，
不仅好好地研究学术，而且要多关注数
学文化的传播，更要身体力行，投身到
这一意义非凡的行动中去。

其实，苏格兰裔的美国数学家贝尔
（Eric Temple Bell，1883-1960） 的名字
长久地被人记住，并非因为他曾经当过
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并非因为他
担任过美国数学会的副会长，并非因为
他获得过美国数学会奖励分析学研究成
果 的 第 二 届 博 歇 （Maxime Bcher，
1867-1918） 纪 念 奖 ， 而 是 因 为 他 于
1937年出版的一本书Men of Mathemat-
ics （有几个中文译本，其中徐源翻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书名
是《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80
年来，这本书影响了几代青少年。其中
众所周知的名字有中国物理学家杨振
宁、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以及美
国数学家约翰·纳什。他们求学时代被
这本书描绘的30余位大数学家的故事所
激励，日后分别成长为上世纪著名的理
论物理学家和纯粹数学家。

贝尔的数学研究或许只影响了数学
大树的单枝片叶，但他的数学史大作影
响了整个人类。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
齐放春满园。数学科普家们所从事的事
业就是为了“万花齐放”。贝尔能写出
这么影响深远的人物传记，除了他有一
颗让数学的光芒普照大地的心之外，他
的早期人文训练练就的写作功底，提供
了他成为一代数学科普大师的一个极为

难得的充分条件。须知，他的本科和硕
士学位均为文学，而数学博士学位则来
自充满人文教育气息的哥伦比亚大学。

在我们国家，迄今还没有出现像贝
尔这样伟大的数学科普家。我们缺乏对
数学的理解及对文字的表达均为上乘、
可以与贝尔相比的写作高手，更不要说
具有像他那样能把数学家的灵魂和业绩
生气勃勃地捧到读者手中的能力。这种
能力除了天赋的因素，余下的就是多年
的学术研究及知识积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们
能读到的国内一些数学科普著作大都缺
乏原创力、思想深度甚至概念精确性。
在当今信息唾手可得的快餐时代，并不
是将维基或者其他网络资源或现成书籍
中的故事重新组合，就能长出一棵有生
命力的科普大树。

少儿编程培训真的适合孩子吗少儿编程培训真的适合孩子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6%的受访者了解
少儿编程培训。54.4%的受访者觉得孩子有必要专门学习
少儿编程培训课程，21.9%的受访者觉得没必要。65.3%的

受访者指出少儿编程培训市场缺乏完善的教学体系。68.2%
的受访者建议家长保持理性，不盲目跟风。

受访者认为，应该根据孩子兴趣、基础能力培养和未
来发展规划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课外培训班。

埃里克·德曼（Erik Demaine）生于加拿大，现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计算机科学教授，他父亲马
丁·德曼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驻场艺术家。对于这对父
子，科学与艺术不是对立的。科学给艺术创作带来灵
感，艺术给科学选题带来灵感。

埃里克说，“我们认为，艺术和科学都是创造性
的活动。我们父子俩经常一起做一个项目，事先也不
知道这个项目最终会产生科学成果还是艺术成果。也
许，项目在数学上很有趣，那么我们就写一篇科学论
文。也许，项目在艺术上很有趣，那么我们就做一个
雕塑”。

生于1982年的埃里克已经成了科学家背景的艺术
家，他的科学专长是计算几何，尤其是计算折纸
（computational origami），即对弯曲与折叠的数学研
究。生于1942年的父亲马丁已经成了艺术家背景的计
算科学家，他曾被尊称为“加拿大玻璃之父”，是玻
璃吹制术大师。后来，他儿子上计算机课时，他坐在
后面旁听，也逐渐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专家。

2013年初，他俩的三件折叠纸雕作品参加了在美
国史密森学会下属的伦威克画廊陈列的一个特展，特
展名为“40 under 40”，意思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艺
术家所创作的40件作品。埃里克不到40岁，他父亲算
是合作者，不属于“40 岁以下的艺术家”。埃里克
说，“我父亲觉得能参展是太棒了，他一直开玩笑说
这说明他变年轻了”。他俩的作品探讨的是曲线折痕
的概念，而传统折纸一般只涉及直线折痕，按照曲线
折痕来折纸是个不小的挑战。

父子的“合作”，早在埃里克6岁时就开始了，两
人成立了“埃里克和爹地益智玩具公司”，他们设计
可拆解、拼接的益智玩具，在加拿大全国各地的玩具
店出售。埃里克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长大，小时候
没上中小学，爸爸在家里教他。他12岁进入加拿大戴
尔豪西大学，14岁大学毕业，20岁拿到博士学位，然

后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据说是该校有史
以来获得此教职的最年轻者。

若干年前，马丁对理论性计算机科学发生了兴
趣，就开始自学。埃里克说，“他对我的计算机科学
很着迷，而我对他的艺术很着迷。于是，我俩一起做
计算机折纸，并合著了100多篇该主题的论文”。

15年前，当埃里克探讨与折纸有关的有趣数学问题
时，父子俩开始研究如何将折纸科学转化为折叠纸雕。
埃里克说，“在父亲逐渐成为计算机科学家的过程中，我
逐渐成为艺术家。现在，我俩都比过去要平衡得多。我
俩越做下去，就越倾向于将艺术和科学视为一体”。

他承认，父子有时有不同意见，但并非争吵。
“当思考某事物的工作方式时，我俩有不同的视角和
路径，我们通过将两条路径都试一试来解决分歧”。

埃里克通过算法来开展折叠研究，有时在计算机
上运行程序，有时在脑子里想象。他经常用绘图软件
画出线条和圆圈，找到其交叉点，然后打印出来进行
折叠。他这项研究还是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尤其是有
助于找到将大物体放入小空间的方法。“能改变形状
的物体有很多科学工程应用，从交通运输到人的血

管。我们需要将某物体弄得很小，到了目的地后再将
其恢复原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从2004年起就持续支持埃里
克的计算折纸研究，迄今已十多年。他申请的几何折
叠算法项目获得了“大学教师早期职业发展奖”的支
持，奖金40万美元。该奖的得主应该在科研和教学上
都突出，确实，埃里克不仅科研水平高，而且在麻省
理工学院开设了著名的开放课程“几何折叠算法”，
很受欢迎。在获得这个奖项之前的2003年，他获得了

“麦克阿瑟天才奖”50万美元的支持，颁奖方对经费
使用无任何限制。他的最终目标是开发出自动设计折
纸的计算工具，能够设计出按照曲线折痕折叠出任何
立体形状的折纸方案。比如，你给计算机输入空间站
的图形，计算折纸程序就告诉你应有的曲线折痕在什
么位置，然后，根据折痕一步一步折叠下去，立体的
空间站就会名副其实地“跃然纸上”。

埃里克还说，“我们的折叠纸雕是向公众传播科
学的一种不同方式。对于科学家而言，他们可以通过
折叠纸雕这种新媒介告诉大家，在科学和数学中，有
着既有趣又美丽的东西”。

中中 国 的 数 学 文 化 氛 围 欠 佳国 的 数 学 文 化 氛 围 欠 佳
□□ 丁丁 玖玖

既 是 科 学 家 又 是 艺 术 家 的 父 子
□ 武夷山

这是父子两人的折叠纸雕作品《绿色平衡》。 黄衣服是埃里克，红衣服是马丁。

一位日本建筑师，在房子里建了个
“蜂巢”乐园，让家长们不禁对这样的设计
兼具创意和人性点赞。

在日本一级建筑师东岛锐眼里，每个
孩子都应该有一个可以尽情玩耍、爬上爬
下 3D 式的游戏空间。受某位客户的委托
下，东岛锐在一幢住宅里，特别打造了一
个孩子们怎么玩都不过分的游乐园，这就
是“蜂巢”，位于兵库县洲本市，建筑面积
为185平方米。

他将房子的外观设计为城堡的风格，
客户家中有几个正是调皮年纪的孩子，考
虑孩子们的特性，对房间进行了大胆的改
动。整个蜂巢结构由 12 个“巢室”组成，
直通天花板的爬架、六边形的房间、蚕豆
状的游戏桌、好似动画片中的时空洞、可
以捉迷藏、可以大冒险，没有规定哪个空
间一定要作何种用途。孩子们可以按照自
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使用和布置这些

“巢室”。这简直是每个人小时候，都渴望
得到的游乐园。

“我们就是希望利用，独特的空间构
造，让孩子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有趣且不
规则的空间中，灵活地使用各种设施，使
正处在成长期的儿童能够兼顾身心的共同
发展。”东岛锐说。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苹） 10月17日，由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会、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办，辽宁少年儿童出版
社承办的首届“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仪式暨“大自然儿童文学奖”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动”以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导，旨在
通过儿童文学这一表达形式，帮助广大儿童及家长树立敬
畏生命、爱护自然、热爱生活的良好观念，为社会的和谐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据
介绍，“大自然儿童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设有2个子
奖项，即文字作品奖和图画书奖。文字作品奖设“鸿雁
奖”1名、“黑熊奖”2名、“白桦奖”5名；图画书奖设“风
信子奖”1名和“薰衣草奖”3名。

在本次高峰论坛中，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大自然儿童
文学的内涵，文本价值与意义，审美尺度与评价标准，以
及关于大自然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对构建少年儿童阅读
生态的意义，并对该奖项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与会嘉宾
作出了精彩的发言，肯定了“大自然儿童文学”在国内乃
至国际儿童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与会者表示，相信“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
动”对推动优秀大自然儿童文学作品的脱颖而出，对童书
出版中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等新内容的注入，对开拓家长
与儿童阅读选择的新天地，对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蓬勃发
展以及对于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都将产生积极的探索意义。

拓展少儿阅读新天地
“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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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岛锐认为，日常
生活中，我们的大脑会
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信息
并加工处理，从而进行
思维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