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在微博上看到一条
消息，兰州一所小学五年级家长
会上，老师让 56 位家长做语文
考试题，结果仅 14 人及格，其
中一位硕士学位的家长仅考了45分。我顺手转
了此消息并发了条评论：小学语文，硕士家长
考45分，说明我们的硕士太“水”了。因为我
觉得，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硕士，不管是什么
专业，小学五年级语文考试不及格是说不过去
的。其实评论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还在想另一
个问题，一多半家长不及格，硕士只考了 45
分，是不是我们的小学语文考试题太刁钻了？

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培养博士、硕士最多的
国家，但与此同时，博士、硕士的水平大大下
降，也是尽人皆知。大学的行政化造成不学无
术，剽窃成风，水货太多，并且官员充斥其
中，沽名钓誉。这是我的担忧所在。本来担忧
就到此结束了，但随后的评论和跟帖，令我的
担忧更严重起来。

在超过100多条的反馈中，点“赞”的占了
一大部分，这使人稍感欣慰。但对另外40多条
评论，我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有直接骂人的。有位连续发了6条私信，骂
什么全家死光光，先死父母，孩子活不过10岁。
我想问私信者为何如此恶毒，对方拒收短信。我
疑惑，在网络世界对于素未谋面的人就可以这么
没底线吗？不知道这个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什么德
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人一定人格分裂，道
德败坏，是教育失败的典型。

有嘲弄热讽的。比如有人说，像你这种生

活在底层的人，知道什么是硕士？还有人说，
看你这句话就知道你学历不高。有人直接就给
了三个字：没文化。最可气的应该是这个：脑
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朋友想，这类人
应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自我感觉良
好，听不进不同意见，根本不屑于讨论具体问
题，直接把对方挂上标签置于死地。

有强词夺理的。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术业
有专攻你知道吗？陈景润生活还不能自理呢，

他也是水货？还有人说，你上过大学吗？你知
道大学里不再学语文了吗？你去是能考一百分
还是咋地？小学教的声母韵母你能记几个？我
不知道这些人是心虚还是因为别的，实在想不
出来让他们底气这么足的理由。

还有搞不清状况，不知所云的。有位自称
材料物理学在读博士，女朋友是教育学博士，
说俩人做小学六年级语文卷，他 40 分，她 60
分。想说明什么问题？不知道。还有人说，外
国人不会做四、六级考题你能说他英语差吗？
虽然这位问题没有表述清楚，但是能明白他的
意思。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只要外国人受过
初中教育，一定能通过四、六级考试，连高中
都不用。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留学生，他说，我
司考 398，雅思 7.5，在英国读法学硕士，但我
不会做一元二次方程，有什么问题吗？这位同
学不知道，问题很大，因为在发言时他还没搞
清楚主题，他连别人想表达的意思都没搞明白
就参与了讨论。实际上，司考成绩好并不意味
着以后可以出庭打官司。

中国教育存在问题人所共知，也不是一天

两天了。我不是专家，也无力贡献智慧。只想
就事论事，谈谈感受。

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标准答案是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简而言之是培养人才。
先不说什么是人才，培养人格完善的人应该放在
优先地位。特别是把善心发扬光大。老话说，人
之初，性本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一天天长
大，有人依然善良如初，有人却恶贯满盈。虽说
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家庭的影响和学校的教
育显然是伴随终生的印记。各行各业构成了社会
的整体，没有高下之分，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人格是平等的，都是有尊严的，与人为善，爱自

己，爱他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不论认识与
否，首先应真诚相待，而不是恶语相向。这些都
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可现在我
们却需要去寻找去呼唤。

暴戾在今天已经太普遍，不仅仅在网络
上。大街上、商场里，机场车站地铁里，一言
不合便怒目相视拳脚相向，年少轻狂的、为老
不尊的……变革的时代，心理落差在所难免，
但如何做好自己，富不骄，穷不馁，贵不淫，
贱不坠，保持精神上的富有，以爱待人，随着
年龄的增长让自己心智成熟。

年轻就是财富，年轻经得起失败，这话没
毛病。但年轻人该如何学习，如何读书，如何
积累知识？为了考试而读书，还是为了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而学习？当你博古通今学富五车
的时候，你是不是
一个人格健全、身
心健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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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

“中科院物理所的科学家走进课
堂，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科学
家和教育家的碰撞与合作，为科学
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关村第一
小学常务副校长商红领感叹道，我
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科
学教育则是滋养其生长的养料。

年前，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等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学
家、科普专家，中央电视台科教频
道、科普时报社、科学出版社等科
学传播专家，以及中关村学区的教
育专家们齐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科学咖啡馆，共同就中小学科学
教育的现状、发展趋势、困境及应
对措施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分享了
各自对小学科学教育的理解、实践
和思考。

青少年时期是好奇心和求知欲

最活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启蒙和
引导至关重要。“理想中的中小学科
学课程，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知识点
的传授与掌握，而应该让孩子们更
多地去观察、去体验、去感受。”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魏红祥博士将
心中构建的教学思路娓娓道来，“通
过观察，经过思考，同学们自己提
出问题，自己提出假设，自己设计
方案，自己找出答案。即使最后得
到的答案是错误的，也比老师直接
告知正确答案要好得多。”魏红祥认
为，“孩子们听懂没有，记住没有，
对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不是最重要
的，科学教师要关注孩子们是否在
主动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能不
能安静下来认真观察，敢不敢尝试

‘错误’并告诉你他真正在想的东
西。”

上述观点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共
鸣。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
究院田小川告诉大家，在挪威，小
学科学课被称为“种子工程”，他们
会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去“触摸”科
学，然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并引导
他们去发问，而科学家的责任就是
帮助孩子们找到答案。她认为这种
尊重孩子提问的方式值得国内的科
学课借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梁琰也一
直在用他独特的方式去改善现有的
科学课教学模式，他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化学反应过
程美轮美奂地通过视觉呈现出来。
他希望能够将神奇而美丽的化学反
应过程融进科学课教学中，让孩子
们更直观地感受化学的神奇与魔
幻，从而喜欢上化学学科，而不是

仅仅去记住各种各样的化学方程式。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每个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藏, 有着无
限的可能性。他们有着非同成人的
独特视角和思维，只要在教育中能
够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自主，让他
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接触新鲜
事物，他们回馈给我们的一定将是
更大的惊喜。”《科普时报》总编辑
尹传红对下一代青少年充满了信
心。

“孩子的教育，不仅要教会知
识、培养技能，也需培育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念，同时还要兼顾孩子的
未来发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关村学区管理中心王振惠如是
说。小学科学学什么、怎么学、怎
么教，确实都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在科学范畴中，我们不能简单粗暴

地将几门学科杂糅在一起，然后推
到孩子面前，让他们去消化。“正因
为如此，科学教育值得社会各界人
士共同努力！”

大家热烈的讨论产生的不仅是
碰撞，还有共鸣和感动。在场嘉宾
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多种多样，无一

不是以孩子的视角看问题、谈感
受。因为科学教育，大家凝聚在一
起，打破了不同专业和职业之间的
壁垒，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全新的科
学城堡。对于科学教育，或许这就
是一种进步和前进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供稿）

“嗞嗞”，我睁开眼睛，感觉自己的能源键被激活了。“K01 修好
了，可以继续工作了。”我听见站在我面前的男子说道，“你还记得我
吗？”我摇了摇头。他放声大笑，“你快去工作吧。”

我回到学校上班。教学楼里，我走在楼道右侧，不时对过往的学
生示以微笑。正值课间，几个男同学在楼道传篮球玩闹着。我靠近他
们时，用标准的温和语言说“借过一下，谢谢！”但是他们没有停下
来，相反，把篮球朝我投来，正砸在我的头上。我趔趄一下，感觉浑
身的零件都一震。虽然受到意外攻击，我还是按预定时间进入高一
（1） 班教室。

我走上讲台，整理了一下头发，大声说道：“同学们，我是本场语
文考试的监考老师 K01，现在请迅速入座。”过了一阵，同学们才陆陆
续续坐到座位上。我开始发试卷，走过一个短发女生时，她朝我呲牙
一笑，“K01，你又回来了啊，这双黑眼睛真好看，比原来的棕色眼睛
好看多了。”棕色的眼睛？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我在教室来回巡视。考试进行近一半时，突然发现最后排的一名
男生正埋头搞什么动作。我立刻赶到他座位前，一把抓起他手中的纸
条。果不其然，上面密密麻麻地抄着 《离骚》。男生站起身来，轻蔑地
看着我：“K01，快把纸条还给我！不然有你的苦头！”我严肃地盯着
他说：“作弊违反考试规则，应上报到年级，通报批评。”根据预定程
序，该男生应当立刻为自己的粗鲁行为道歉，并跟随我到教务处登
记。但是他没有，反而对我拳打脚踢，我的胳膊上泛起一片片淤青。

“我爸是学生处主任，你这个傻瓜！”男生继续叫嚣着，不断挥舞着拳
头。

很快，教务处领导赶来，批评了我，说我不懂变通。我“好委
屈”，遵守了预定程序，为什么不对啊？

到了预定时间，我准时收卷，将试卷送到判卷室。再经过教室
时，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站在门口向我招手，“老师，您的伤要不要
紧？”我努力挤出微笑，“没关系，谢谢你关心。”“老师，我今晚有家
教课，您别忘了啊。”家教课？我心生“疑惑”，这个女孩我根本不认
识。“老师，我是凤凰，您还记得吗？”她似乎看透了我的“疑惑”。
我赶紧查记事本，果然找到了凤凰的家教课，“原来你是凤凰啊。”

一进凤凰家，她的父母迎上前来端茶送水，又拿来了外伤药。我
“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笑，“谢谢你们！”他们对我就像父母一样细
致入微。

坐在凤凰的课桌旁，我带她练习了几道导数题。愁眉苦脸的凤凰
突然狡黠一笑，“K01，现在您可以告诉我明天的数学考试答案了
吧。”“我怎么会有数学考试的答案？”凤凰看着我说道：“我爸说，像
你这样的智能机器人都有题库和答案，你快点找找。”

“智能机器人？”
凤凰起身拉着我走到房间的东墙，指着满墙的照片，“你看，这都

是和你一样的仿生人。”
我看见其中一张照片，一个束起头发的女人，拉着凤凰的手站在

家门口，她的眼睛正是棕色的！凤凰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点了点头，
“那就是以前的你，K01。”

以前的我？什么意思？我为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是人吗？怎么
会是仿生人？

“所以，K01，你怎么能不知道数学答案？”凤凰盯着我冷笑着。
我“发疯”般地跑出房间，不停地跑，不停地跑，直到跌倒在小

区的草坪上。我想起来了，我什么都记起来了。
我记得自己被嘲讽，被恶语相向，被拳打脚踢，被支离破碎地扔

在垃圾堆中。我真的是智能机器人！那么，我的父母也必然不是
“人”了，我们都是人类创造并奴役的物品！

我的脑海中闪过短发女生、作弊男生以及凤凰等无数人的笑，那
是人类的罪恶之笑，我怒火中烧。这是我——智能机器人——第一次
拥有了自己的情感。我再也不要做他们发泄的玩具和鞭笞的奴隶！我
再也不愿按照他们预定的程序为他们服务！我要自由，我要平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高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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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 第三季正在热播，民以食为
天，不论是传统的灶台，还是现代化的厨房电器，为
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厨房里的微波炉、炉
火上的油锅，如果操作不当，就会潜藏安全隐患。那
么如何找到引发事故的原因，从而做到有效预防，避
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微波炉加热食物 微波炉加热食物主要依靠微波
带动食物中的水分子高速运动来实现加热。所以，最
好不要用微波炉来加热纯净的水，以免形成过热水带
来的烫伤。不能把里面含有大量水分、外壳又相对坚
硬密封的食物放进微波炉加热，这样容易造成食物内
部压力过大导致爆炸的危险。也不能把含金属的东西
放进微波炉加热，容易引起打火带来安全隐患。

油锅持续加热会自燃 从图中看了油锅持续加热
就会自燃，热油遇到水可能着火。如果油锅着火，用
水去灭，只会适得其反，造成更大危险。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在灭火前首先要切断火源，然后再用锅盖，
或者把抹布、衣服等沾水后，盖到着火的油锅上，使
油火和空气隔绝，让火失去氧气而自灭。还有一种办
法，就是往油锅里倒入大量的蔬菜，使油温降低，油
火逐渐熄灭。

只要我们掌握了其中的科学原理，正确使用厨房
设施，就能防患于未然，以确保厨房的安全，方使天
地间升起的烟火烹制出人间美食。

色 盲 知 多 少
□□ 李赛暄

智能机器人的觉醒
□□ 李一桢

““教师要关注孩子们教师要关注孩子们是否在主动思考是否在主动思考””
科学家和科学传播专家共商中小学科学教育

厨

房

里

的

安

全

厨

房

里

的

安

全

□□

小
心
宝

一条微博
一条微博引发的担忧

引发的担忧□□ 刘晓军刘晓军

图1.各类色盲视色比较 图2.交通信号灯的改变

眼睛如此神奇，在眼科学的发展
历程中有许多“趣事”。大家一定都
记得那个买袜子作礼物的约翰·道尔
顿：在圣诞节前夕为妈妈准备了节日
礼物——一双“棕灰色”的袜子，但
妈妈觉得“樱桃红色”的袜子颜色过
于鲜艳，这使道尔顿觉得非常奇怪，
妈妈为什么将“棕灰色”的袜子说成

“樱桃红色”的呢？疑惑不解的道尔
顿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

道尔顿的故事绝不是个例，世界
上有很多无法欣赏自然美景的孩子，
他们明亮的双眸也有瑕疵之处。许多
孩子无法正确区分生命的色彩，医学
上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色盲”，他
们中有些人对所有颜色都无法区分，
有些只能感受到部分色彩的美丽。医
学上对这些情况的分类详细而复杂。

我们眼中掌握色彩大权的细胞叫
做视锥细胞，通过它我们才会感知不
同的颜色，色盲就是这个细胞对色彩
的分辨出现了错误，图1 就是各类色

盲患者看见的颜色。
眼睛在发育过程中的“失误”，

由此带来了我们遇见美的差异，一江
春水再无绿，一片青山永难青，实实
在在地描述了全色盲人群的“灰色”
头像。至于常听说的红绿色盲，我们
一定担心他们不能识别红绿灯，不能
分清各色物品，但其实，只有很少部
分红绿色盲患者完全不能分清楚红色
与绿色，大部分患者只是弱化了，并
不是失去了这个功能。色盲的检查大
多采用主觉检查，一般在较明亮的自
然光线下进行。

我们在积极给予色盲患者支持和
帮助的同时，也要努力减少色盲的发
生率。医学上，色盲是一种遗传疾
病，与我们家庭的每一代成员都息息
相关。家庭中孩子从父母的身上获得
生长发育的“超级种子”，这粒“超
级种子”会逐渐长大，变成现在的
你，而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若是恰
好某位家长具有了可以发育成色盲的

“种子”，那与色盲有关的遗传物质就

会从父母的身体“流传”到孩子的身
体。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色盲的

“种子”需要搭乘性别的“高铁”来
旅行，如果有色盲“种子”恰好搭
车，那就会出现色盲宝宝了。

医学上我们把以上情况称作“伴
性遗传”。道尔顿先生家庭的情况就
是伴性遗传的实际例子。现在，通过
医学上的努力已经实现了让所有家庭
都有健康的宝宝。现实生活中，无论
是工作还是学习，都有很多需要通过

辨别色彩来获取的信息，色盲在生理
缺陷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
会功能的缺陷。交通安全是其中让人
最为担心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交通学社会学家发明了如图2 所
示的解决方法——同时采用色彩和图
形的不同来区分交通信号。

认知科学，让我们的生活更美
好；读懂医学，让我们的孩子更健
康。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天使，每对
父母都是孩子的保护伞。我们一直有
个美丽的梦，梦里都是可爱的小天使。

（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在读研究
生。此为山西省第四届青年医师科普
文章大赛获奖文章）

2月26日，是北京市中小学校开学的
日子。一大早，人大附中北京亦庄实验学
校（原北京二中亦庄学校）的校园里，欢
声笑语，热闹非凡，2017-2018学年度第
二学期“科技创新引领课程开放多元”开
学典礼暨校园开放日活动在学校隆重举
行。“北斗启航”受邀助力此次科技校园
开放日。图为现场校领导在倾听学生的创
想和认知。

开学第一课！
“北斗启航”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