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70年，C城作为人类试点，变成无人城
了，机器人成了主人。所有设施全部智能化
了。自然，酒店也设计成了无人酒店。

入住，一张脸搞定，但这却难住了机器人
卡夫，它没脸。既没法刷二维码，又必须入
住，总不能彻夜在大街上溜达吧。虽说卡夫手
臂上也设计了二维码，手心里也设计了识别
器，但也没用，因为，二维码里没有钱。人家
搞无人酒店不是无偿服务，人家的目的是赚
钱。还得轻松地赚，不用自己动手赚，靠机器
赚，靠系统赚，靠程序赚，轻松把你的钱掏
去。可你是谁啊？你是机器人，不是人。人都
被你取而代之了，“隐居”了。

卡夫急得团团转，等酒店里出来人，以便
趁机溜进去。哪见人？影子都不见。酒店冷冷
清清。到处冷冷清清。

卡夫等不了，只好换一家酒店，仍是刷脸。
没脸，进不去。卡夫忘了，酒店明明是为人设计
的，又不是为机器人设计的。卡夫就纳闷了，无
人酒店，不就是不让人住，而让机器住的吗？

来到第三家无人酒店，卡夫终于忍无可忍
了，挥拳猛砸大门，火花四溅，大骂道：“言
而无信！到处宣传无人酒店，我是人吗？为什
么不让我住？”无人酒店铜墙铁壁，卡夫奈何
不了，没几下，感到右手失灵了，正要接着破
口大骂，只听酒店在铁门上的嘴说话了：“兄
弟，我看你很无聊！”

卡夫没好气，怼回去：“你们才无聊，大
门紧闭，这样谁来住店啊？”

“刷脸进门，你没有脸吗？”
“你有吗？露出来看看！”
“哈哈，兄弟，论起东家来，我们还是自

己人。”铁门嘴说。
“自己人搞自己人，不就是‘杀熟’吗？”

卡夫感到十分不解。
“就算是放你进来，你也出不去啊，我们

还得派人跟着，因为里面每个环节都要刷
脸。”铁门嘴说。

“哪怕睡大堂也行，总比待在大街上好
啊。”卡夫已经没什么奢望。

门开了，卡夫进去了，酒店内部灯火辉
煌，却是格外冷清，甚至阴森。他不禁问：“有人住店吗？”

“没人住！就你一个呢。”
“我是人吗？”卡夫苦笑道。
“你是我们的客人。”铁门嘴说。
“我只是借宿，你们没有收入，还怎么维持酒店运转？”卡

夫说。
“东家不差钱。”铁门嘴说。
“哪来的钱？”卡夫不解。
“从人身上赚的嘛。”铁门嘴说。
“等等，你我的东家，将人搞下课了，被我们取而代之了，

人从哪里弄来的钱？”卡夫好奇地想知道答案。
“不是给他们发补贴了吗？”
“补贴用于维持生命，哪有闲钱出来消费！说白了，给他们

钱又让他们来消费，不等于是拿人当玩具吗？还不如开成免费
酒店，撕开你们的可笑面具……”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东家搞所谓的智能，不就是

打着为人类作贡献的旗帜，肥自己的口袋吗！”
“可时代进步了，这是地球人有目共睹的呀！哪还能回到过

去。”
“你们这是在犯罪，变相毁灭人类。你们想想，人养尊处优

了，逐渐失去了竞争意识，失去竞争能力，退化成弱小动物，
接下来，不就是面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吗？”

“那是东家考虑的事情，与我们毫不相干。
“你们是没有人性的帮凶。”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那你呢？”
“我在反省，于是逃出了主人的控制，在大街上游荡。我在

想，在这座逐渐丧失人气的城市里，我们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
样的角色？”

“照你这意思，你是公开承认你已站在机器人的对立面，成
为败类了？”

“你骂得好！但还不准确。准确地说，我们都是人类败类
的面具！我们是在为他们的犯罪埋单。我们将人类挤下本该属
于他们的舞台，表面上看，是替他们分担，实则是剥夺了他们
享受人生过程的权利！让他们逐渐退化，退化成被圈养的动
物。以至于让他们失去思想，猛长肌肉，最终将人的寿命期缩
短为动物的寿命期，多则活十来年，少则活几个月……难道我
说得不对吗？”

“听你这番话，我也感到惭愧。”
“我们的东家，不正干着玩家家的事吗？他们发明大量所谓

的智能玩具，将同类当成大白鼠，放进他们设置的玩具中，享
受他们想要的乐趣，打发无聊的时光……”

“兄弟别说了。”只听轰的一声，大堂的灯爆了。
随之，一声巨响，卡夫瞬间失去了意识，这座无人酒店爆

炸了。
C城，又多了一堆废墟。

科幻世界

在数学的殿堂中，涌现了不少杰
出人物，其中有一位以其独特的视角
和深刻的洞见，揭开了数学那神秘而
美丽的面纱，他就是瑞士数学家——
莱昂哈德·欧拉。欧拉被誉为18世纪
最伟大的数学家，他以坚韧不拔的精
神和对知识的热爱，逐步探索、展现
数学之美。

自幼痴迷数学

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徜徉知
识海洋。欧拉从小就展现出卓越的
数学天分和无惧困难的钻研精神，
他自学 《代数学》，考入大学，哪怕
主修科目并不是数学，他也未曾放
弃对数学的热爱和痴迷。欧拉利用
课余时间跟随数学家约翰·伯努利学
习数学，并沉迷于数学研究，在图
论、函数、无穷级数等领域作出了
突出贡献。

灵活应用数学

研究理论、解决实际，简化数
学。欧拉研究了众多数学理论，在
数学领域有广泛的研究，他将微积
分学引入了物理学和工程学，发展
了微积分学及其在力学、天文学、
物理学中的应用。

在他发明的公式中，欧拉恒等式
被誉为数学界最伟大、最美丽的公式

之一，这个公式将数学中最常见的数
字和运算包含其中，巧妙地展现了这
些数字之间的联系，充分让人感受到
数学的美丽和神秘。

除此之外，欧拉也善于将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用数学来解决实际
问题。他曾运用数学来解决著名的
哥尼斯堡的七桥问题。同时，他还
创造出大量的数学符号，简化了数
学中的公式和问题，降低了数学的
复 杂 程 度 ， 有 许 多 数 学 符 号 沿 用
至今。

失明后靠心算继续研究

悲情英雄、晚年失明，坚持探
索。在欧拉59岁时，因为工作劳累，
他的左眼失去了视力，后来因为手术
感染，造成双眼永久性失明。但他并
未因此放弃研究，他以口述的方式指
导学生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他在

黑暗中度过最后的12年，凭借超常的
记忆力和心算能力，完成了一生半数
以上的研究论文和著作。

欧拉坚持追求真理，创造出大量
数学理论，扩充了数学世界，让数学
更加简明而有趣，展现了数学在不同
领域中的实际用途。

欧拉以其坚忍不拔、求知若渴的
精神给予后人以启示：求知路上，可
能遭遇波折，但只要坚持不懈、不畏
艰难险阻，坚持追求真理，就会终有
所成。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沈婧芳名
师工作室主要成员）

欧 拉 ： 探 寻 数 学 之 美
□ 王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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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聚焦氢能，
助力国家绿色转型发展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我国能源转
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
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之
一。在能源转型的关键期，影响氢能发展的关键技术有哪些？我
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的聚力攻坚，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由科学
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和科技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前沿科
学》季刊杂志，推出最新一期《氢能》专辑，邀请业界有关院
士、专家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思考。

近日，一个学步儿童乱扔玩具和一
个学龄前儿童在餐馆拒绝陌生人同桌的
视频分别上了热搜。类似这种孩子发脾
气、哭闹、拒绝分享的新闻，时常成为
家长讨论的热点。那么，孩子这种情绪
是正常的吗？他们闹情绪时，大人该如
何处理？让我们从儿童脑科学知识的角
度，来认识一下学龄前孩子的行为
问题。

“5 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一个是淘气
的。”心理专家、科普作家凯特·斯韦尔
顿在《读懂孩子的情绪信号》一书中指
出，很多时候我们指责孩子淘气，只是
误解了孩子的行为，没有真正读懂孩子
的情绪信号。

5岁以下受生存脑和情绪脑
控制

科学研究发现，在 25 岁之前，人
类的大脑都处于发育中，而5岁以下的
儿童，其大脑处于早期发育阶段。

研究表明，大脑根据发育顺序分为
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相互关联又各自独
立，有着自己特殊的功能。第1个区域

是脑干和小脑，又称为生存脑，负责
维持生命。当感受到外界的威胁如饥
饿、死亡时，该区域就会做出本能的
回应，战斗、逃跑或者是待着不动。
这个区域也负责控制婴儿一岁之前的
大多数行为。

第2个区域叫边缘系统，又叫情绪
脑，主要是负责处理调解儿童大的情
感，例如愤怒与喜悦。同时，该区域负
责协调儿童的社交行为，是人类的记忆
存储中心和语言控制系统。当儿童处在
陌生或者是有压力的社交环境中，容易
被情绪脑所控制，出现吵闹等行为。

最后是大脑皮层，尤其是前额皮
层，又被称为思考脑，这个区域辅助学
习认知，让儿童具有换位思考的同理
心，能够理解抽象的概念，具有解决问
题的能力。

父母需要跟儿童建立爱的
连接

儿童的大脑是一个逐渐发育的过
程，尤其是幼年阶段。父母要跟他建立
爱的连接，为他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
积极回应孩子的需要。当孩子感到恐
惧、饥饿、惊慌、疼痛时，家长应陪伴
他、保护他、帮助他、安抚他。因为，
满足孩子的需要对帮助他们的大脑健康
发育大有裨益。

社会上曾经流传过一种说法：孩子

哭闹的时候要置之不理，等他哭够了就
不会哭了。父母不理睬孩子的哭闹，最
终导致孩子会因为被大人忽视、冷落，
而不能和外界建立积极联系，严重的甚
至会影响到未来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压
力的能力。

理解了孩子幼年阶段时常会被生存
脑和情绪脑控制的事实，我们就应该明
白，当他们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或者高
需求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自私自利，而
是人类进化中生存本能的需要。因此，
不要轻易给孩子贴标签，说他淘气、自
私，他们只是暂时还没有发育出成熟的
理性思维能力。

父母用平等、幽默、简洁的
方式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孩子的大脑发
育不完善就一味迁就他，而应该通过让
孩子学习社会规则，培养理性大脑。那
么，如何帮助孩子正确处理压力或是情
绪问题？

第一，识别。孩子不能够细致区
分自己的感受。父母或老师应教会他
们区分悲伤、愤怒、幸福等。同时，
大人也要了解孩子在闹脾气时，不是
故意作对、不是道德败坏、不是在耍
心眼控制父母，而是他们遇到了问
题、触发了应激反应。要耐心安抚孩
子，和孩子一起练习如何表达感受，

确认事实，找到问题的根源，为孩子
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第二，建立节奏感。让孩子养成
每天定时休息起居，建立生活的节
奏，可以通过歌谣、律动操、跳舞、
运动等方式，来排解压力，缓和情绪。

第三，用平等、幽默、简洁的方
式解决问题。平复孩子情绪时，要尽
量蹲下来，跟孩子保持同样的高度，
避免居高临下。举个例子，很多孩子
都会在墙上乱写乱画，我们不要总是
对他说不可以，而是直接递给他一张
白纸，微笑着告诉他可以在纸上画
画。聚焦正向的行为，成为轻松、幽
默的父母，示范正确的行为。在家使
用一些玩具，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反
复演练在不同的场合应该怎么做。出
门在外，也可以带上孩子熟悉的玩
具，让他感到亲切和安全。

《小王子》里有这样一句话：“所有
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
的人记得。”当孩子行为不恰当时，请
不要忘记我们也曾经这样长大。每一个
低龄孩子的行为失当，都是他们在发出
寻求帮助的信号。作为成年人，我们需
要共情他、理解他、帮助他，用我们的
温柔和耐心，帮助孩子理性的大脑茁壮
成长。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
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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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淘气？那是父母没读懂情绪信号
□ 李峥嵘

一直以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实验
第二小学围绕“博雅教育”办学理念和

“培养有温度、有情怀、有智慧的未来公
民”育人目标，以儿童科学素养发展为
抓手，围绕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精神三大关键要素，整合国家、地方、
校本三级课程，形成互联网＋智慧课程
体系。

课程设计可合作拼搭，成就
集成创意

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被确立为
全国“互联网＋教育示范区”，银川市
兴庆区实验第二小学被自治区确立为

“互联网+教育标杆校”。如何让“互联
网＋”的思维落实到学校课程建设中，
让应用和创造成为“互联网+”课程的
主要功能，成为学校进入“互联网＋教
育”实践的课题？

为此，学校设计了智创课程空间：
智玩—智读—智学—智造—智创—智
管，简称“六智中心”，并确定了一个
理念：让学生创造着长大，不要等长大
了再创造。课程中心设计了可以互相赋
能的六个课程体系，包括以学科课程为
主的探究课程、以劳动课程为主的实践
课程，以信息技术设计为主的智能课
程、智造课程等。各课程所做设计最终
可以互相合作拼搭，成就一个未来可期
的集成创意。

既动手又动脑，培养学生探
究和创新的能力

学校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式学习
为主要方式，有效使用开源硬件、3D
打印、图形化编程软件等数字化工具及
其他传统工具，让学生将自己的创意设
想转变成真实作品。

主题科学课程群结合学生身心特

点与成长规律，设计趣味主题，使科
学好玩又好学。以 《机器人总动员》
为例，课程围绕“机器人怎样改变我
们的生活方式”设计项目学习，在研
究的过程中，学生要经历感知、疑
问、猜想，还要通过调查、分析、交
流、创造、成果发布等多种学习实
践，最终形成学习成果。作为一个

“既动手又动脑”的课程，培养了学生
探究和创新的能力。

数字素养课程群注重培养孩子的综
合思维能力，打破学科固有的界限，走
向跨学科、无边界学习，培养学生创造
性思维。比如，“科学+艺术”寻找和
谐之美；“科学+工程”探索大国工匠
精神；“科学+文学”探索人文与科技
的意趣。

每个课程都规划了清晰的课程图
谱，设计了有梯度、分层次、螺旋上升
的课程活动任务。以《造物与生活》课
程为例，设计的问题是，学校保安经常
要根据需求打开或关闭校园内某些区域
的灯，但校园很大，手动开关灯非常辛
苦，怎么才能帮助他们？学生们先提出
设计灯光控制系统的方案，再通过开源
硬件和编程技术制作模型，实现他们的
想法。

突破场域限制，让学科融合
自然发生

以聚焦真情境、真问题的项目为载
体，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得
学习自然发生，学科融合自然发生。在
这样的科创氛围中，学生创造的勇气被

激发，创造的意识逐渐形成。
人文素养课程群根植于西北独特的

地域、历史、文化特点，采用项目学习
法，一物一课程，物物相连，贯通科
学、人文、艺术三大领域，架构“物—
器—道”认知三阶，打通学科边界。这
一课程群包括《山河川》《大家国》和

《阅天下》三大主题。
以《枸杞》课程为例，不光要了解

枸杞是什么，有什么用，还要感受它给
人类带来了什么。打通孩子在历史长
河、自然山川，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中穿梭的通道，从感知到体验再到艺术
的升华，最终让孩子们从自然中感受万
物的生长，从实践中体悟人类智慧对自
然馈赠的再创造。

课程学习突破场域限制，学校不仅
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科技馆、大自
然，还会在适宜时节里让孩子们在校园
里种下枸杞苗，再长期观察、记录，通
过学习场域的不断转换，伴随时令节
气，孩子们和小树苗共同生长。

三大课程群评价指标一致，共同遵
循六大能力发展：感知力和思维力、协
作力、行动力、审美力和表达力。学校
将六大能力评价体系植入学校数字大
脑，通过智管中心实现学情大数据分
析。通过课程实践强化，这六大能力可
以进化为品格，六大能力步步进阶，实
现学生从认知技能到核心素养的立体
发展。

（作者系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
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让学生创造着长大，别等长大了再创造
□ 童慧玲

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成长规律，打造三大课程群，设计趣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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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孩子的每一个“行为失当”，都是在发出寻求帮助的信号。作为成
年人，我们需要用温柔和耐心，帮助孩子理性的大脑茁壮成长——

学生们在上互联网课（作者供图）

校长讲坛校长讲坛

（供图/余祥）欧拉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