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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世界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三年级四班的祁瑾萱同学，用
家里的现成的原材料，为妈妈DIY了一份“带机关的”生日礼
物：初看是一只用粘土捏成的“爱吃蜂蜜的熊”；掰开“熊外
衣”后，又是一个漂亮的许愿瓶。

玻璃瓶子是妈妈以前做布丁时用过的，瓶里的蓝色颗粒是
家用花肥，白色的细沙是做干花时用过的干燥砂，凯蒂猫是幼
儿园时抽扭蛋得来的。

为了更完美，祁瑾萱又把自己的旧手串拆了，将得到的彩
珠点缀在瓶中。这份特别的礼物既绿色环保，又创意十足，妈
妈非常喜欢。

文·图/陈静

不久前，在上海的街头上，一个壮年男
子对一位老年妇女又是拖拽又是殴打，引发
路人愤怒。后来了解到，那位老年妇女是那
个男子的母亲，被儿子索要 2 万块钱，母亲
没答应，男子就大打出手。而在山东，有位
70 多岁的阿婆，每天顶着酷暑奔走于街头，
只为帮儿子找工作……这样的“巨婴”现
象，在中国实在是太过常见了。

“巨婴症”在医学上本来是指出生时体重
大于 4 千克的婴儿，近年来，人们用巨婴症
这个名词用来形容那些身体已经长成成年
人，而心理仍然停滞在婴儿期的人，为了区
别于医学上的巨婴症，我们把上述心理现象
称为“成人巨婴症”，比如媒体近年还报道过
扒高铁车门、霸座者，甚至要求飞机晚一点
起飞等自己者，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以自我
为中心，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利，认为自己无
所不能，却又不去付出努力，完全不顾别人
的权利和利益，对别人吹毛求疵，却认为自
己没有任何错误。

“成人巨婴症”者的行为模式就像一个初
生的婴儿，相信只要哭就有奶吃，就有人来给
予自己温暖和舒适。不管年龄多大，身体多
高，仍然延续婴儿模式，要求别人给予自己照
顾，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绕自己运转。社会
上反复出现的案例不禁让人思考，到底是什么
导致了“成人巨婴症”？

首先，是长辈的溺爱。只要是对孩子养
育有发言权的重要人物，都有可能对“成人
巨婴症”的形成起重要作用。“成人巨婴症”
者往往在婴儿期受到抚养者的过度满足，他
们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孩子想吃
什么想玩什么，长辈赶紧去买，孩子不满意
了，赶紧去哄。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几乎
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是当“巨婴”长
大以后，他要体面的工作，要漂亮的对象，
要社会地位，家长无法满足的时候，问题和
矛盾就来了。

其次，是“巨婴”自己的责任。“成人巨
婴”拒绝成长，像前面提到的男青年，他可能
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于父母“有养无教”，但是他
拒绝改变，因为一旦改变自己就要承受很多压
力和痛苦，而停留在巨婴阶段，他就可以通过
哭闹、撒泼甚至暴力来迫使父母满足他的要求。

第三，学校教育的偏差。我们的学校教
育非常重视对知识的传授和智力的训练，对
学校办学质量的评判常常以中高考升学率为
主，至于学生在学校培养了多少好习惯，懂
得了多少人生的道理，是否学会与人和睦相
处，很少去评判，也很难评判。此外，还可
能与吸毒、长期过量饮酒、同伴的影响等多
种因素有关系。

“成人巨婴症”是从小到大诸多因素累积
而形成的，要想治愈巨婴症很困难，重点还
在于预防。在“成人巨婴症”的防治方面：

——家长责无旁贷。这里的家长包括具
有养育作用的所有长辈，尤其是父母，所有
长辈都要坚持给予孩子适度的爱，不要因为
喜欢、心疼孩子就过度给予。从婴儿时期
起，就要正确地培养孩子，满足其合理的需
求，淡化或拒绝其不合理的需求，把社会的
规则内化到孩子心里，让孩子从小知道什么
对，什么错，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长大了以后孩子就很容易适应社会。

——要加强和完善父亲的形象。我们的国家强调男女平
等，但是一些家庭走过了头，母亲成为家庭的主宰，父亲被
边缘化了，甚至父母都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边缘化了，这些
都不利于子女教育。一个完整的家庭，母亲往往给予孩子爱
和安全感，而父亲更多的给予规则、理智，即使父亲很忙，
也要尽量抽时间陪伴子女，即使出差在外，母亲也要经常提
到父亲，尊重父亲的角色，让孩子随时感受到父亲的存在。

——子女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犯了小错误，长辈
要给孩子讲明白，让其认识到错误，教育其道歉。如果犯的
错误比较大，就需要给予适当的惩戒。很多家长事事为子女
辩护，事事偏袒子女，最终会害了子女。

——加强学校的教育责任。学校不但要教授知识，更要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如果发现学生的行为不当，尤其是某学生
经常出现不当行为，一定要和家长联系，与家长共同矫正孩子
的行为。有的时候，学生的行为模式反映了家长的行为模式，
家长行为模式变了，孩子就变了，家长不变，怎么教育学生都
没用。

——防治”成人巨婴症”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要
积极举办各种培训或活动，宣传正确的教育、养育观念；要
不断想办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个人修养和素质，培养良好的
社会风气，对自私自利的行为给予舆论的引导或谴责；立法
和执法部门要重视巨婴现象，对社会危害大、违反法律的行
为给予法律的制裁；医疗部门也要加强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帮助，为问题家庭提高专业的帮助，等等。

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成人巨婴症”会得到合
理 的 医 治 ， 高 素 质 、 负 责
任、守规则的公民会越来越
多，我们的社会将越来越好。

（作者系北京回龙观医院
临床一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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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科幻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设，不仅
包括科幻课程的建设、资源的开发，还包括
科幻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与人力资源的有效
配置。目前，中小学科幻教育生态系统的建
设初现成效，有以下几个显著标志：

一、学校教育体系中，一支拥有面向
未来做教育的情怀，以及勤奋学习、刻苦
钻研的科幻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中小学校园内容的科幻教育能否有力
推进，面向未来的教育能否真正的开展，
关键取决于一线教师。两年中，我们立足
于建设科幻教师的队伍，促进教师观念转
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师训工作；借助
名师、名校长效应，不断带动更多一线教
师“滚动式”加入科幻教育的队伍中，研
发课程、开展教学实践，总结、提升、固
化经验，形成辐射力量，推动区域科幻教
育的发展。

例如，2017年10月，温州市教师教
育院举办了科幻文学作品教学培训班，邀
请科幻专业人士开讲座，带领老师进行

《带上她的眼睛》的同课异构活动。以这
样的规模和方式在国内进行语文教师的科
幻教育培养，在全国是首例。

又如，南京十三中语文特级教师曹勇
军老师积极发挥名师的引领作用，在他的
指导下，该校科幻社团的学生自主创办了
全国第一本学生科幻期刊《朝闻道》，并
经常性地开展活动；曹老师还带动年轻教
师开设科幻选修课等，在江浙乃至全国影
响力突出。

再如，温州市教研院附校教育集团彭来

桂校长以科幻教育提升“未来学校”的文化
内涵，带领老师升级校本课程，开设了
STEAM跨学科项目式合作课程、“视说新
语·科幻”动漫美术跨学科整合型拓展课程。

二、举办了一系列高端科幻教育论
坛，以此引导和推动科幻教育不断深入。

2017年5月26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
“创意·创想·创新——面向未来的科学幻
想教育论坛”，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科幻教
育为主题的大会。

2017中国科幻大会暨第四届中国国际
科幻大会在四川成都召开，科幻教育论坛
首次登录国际科幻大会，在主题为“科幻
可以这样教”的论坛上，一线教师、大学
学者、科幻作家共同对话。

2018年12月，2018全国青少年科普
科幻教育大会在浙江温州教育教学研究院
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顺利召开，
500多名与会者围绕“如何以青少年的科
普与科幻教育为抓手做面向未来的教育”
这一重要议题展开交流与研讨。该大会由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立足于为中小学
开展科普科幻教育的老师以及出版社、校
外机构提供相互交流、学习与展示的舞
台，已经成为引领中小学科幻教育的风向
标，并即将迎来2019年的盛会。

三、行业壁垒已被打破，科幻教育逐
步由相对封闭的“单兵作战”“各自为
战”的模式，发展为“科幻教育共同体”
各方力量联手推进的模式。

“科幻教育共同体”由科幻教育专家、
一线教师、科幻作家、出版机构或企业的
有关人士等共同组成。他们基于对科幻教
育的共识，各有所长与分工，又彼此搭
台，不断联手展开工作，形成教育的合力。

例如，今年的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
文大赛，由于加强了与一线老师的沟通与

合作，有更多的学生参赛，大赛因此产生
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由于中小学开展科幻教育的内部需求
不断增长，出版社、校外教育机构对科幻
教育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它们与中
小学一线老师沟通，听取意见，了解教学
实际需求，据此开发产品，并已经形成了
一批包括图书、音频、视频等不同类型在
内的优质科幻教育资源。有关企业还开发
了富有特色的科幻教育研学方案。

四、科幻教育得到了媒体的强有力支
持，不仅有效地宣传了教育理念，同时，
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多展示科学想象力与创
新能力的平台。

科幻教育专家吴岩教授，科幻作家陈
楸帆，温州彭来桂校长，中小学教师周
群、曹勇军、魏然、萧星寒、张蓉芳、吴
向东、冯京和等，在《科普时报》《中国
教师报》等媒体上发表科普科幻教育文章
多篇，经多种形式的网络传播，起到了很
好的宣传和引导作用。《科学故事会》《科
普时报》《课堂内外》《科幻世界（少儿
版）》等报纸和期刊，已成为中小学生发
表科普科幻作品的园地。

目前，科幻教育已经从发源地北京，
推广到温州、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地，并有继续蔓延之势。中小学科幻教育
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更多的
优质资源，得到包括科幻研究专家、科幻
作家、科学家、相关机构与企业等更多专
业力量的支持。发展中小学科幻教育，必
须在建构有真正活力的生态系统方面下真
功夫。愿我们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不忘初
心，踏实付出，砥砺前行。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正高级语文教
师、北京市特级教师、全国青少年科普
与科幻教育推广人）

2018年，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组织发起了全国
思维型教学基地联席会，联席会由关注和支持中小学校思维型
教学发展的相关领导、中小学校校长组成，致力于推广思维型
教学理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如今，思维型教学理论已经推广到了全国20个省的2000多
所学校，其中500多所学校成为基地校，近60万学生受益。

为了更好地推动思维型教学地传播发展，今年，现代教学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发起成立了全国思维型教学专家委员会
和全国思维型教学指导教师小组，分别由关注思维型教学的专
家以及各门学科的思维型教学优秀教师构成。

无论是全国思维型教学基地联席会、全国思维型教学专家
委员会还是全国思维型教学指导教师小组的建立，都是为了这
样一种合作，聚拢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以思维型教学撬动基础
教育的深化改革。

基于思维型教学理论编写的教材《学思维活动课程》，在本
届大会上颇受关注。这套教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主编为胡卫平教授，顾问为林崇德教授。该套教材具有先进的
理念，得到国外权威专家认可；丰富的活动，立足学生思维发
展特点，在多彩的活动中提高思维品质、完善思维方法；从幼
儿园到八年级，螺旋上升，持续训练思维能力；关注思维方法
在各科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迁移，让能力在运用中得到强化。

如同一块石头投入湖中，回荡起一圈涟漪；如同萤萤之火
相聚可以照亮未来。有了一群人的共同行走，未来的基础教育
终将成为更美的样子。

一群人的改变才是真的改变
□□ 孙习涵

刘慈欣《三体》系列是一套世界观
宏大的科幻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
雨果奖的科幻小说。《黑暗森林》 是

《三体》 系列第二本，属于“地球往
事”系列。我认为，《黑暗森林》是三
体系列中最好的一本，因为它的时间线
介于凭空幻想 《三体·3》 和完全写实

《三体·1》之间，故事既有幻想特点又
不失真实感。作者的技术想象非常精
彩，我认为，这些技术在未来都有可能
实现，如：可控核聚变、恒星级氢弹、
强互作用力材料（水滴）等。更重要的
是，刘慈欣还想象了宇宙社会学，找到
了宇宙生存法则，用中国智慧对抗黑暗
力量。

我特别推崇刘慈欣的技术想象，尤
其是 《黑暗森林》 中的“面壁计划”，
这是一场拯救地球的技术与心理战斗，
令人叫绝。

为了拯救人类，联合国设立了“面
壁计划”，企图用一个人的封闭式思想
来躲避“智子”的技术封锁和窃听（在

《三体1》里，三体人为了防止人类的技
术大爆炸，用智子来封锁人类的前沿科
学，并且可以监听地球上的一切事
物）。联合国在全球选中了四位面壁
者，分别是泰勒、雷迪亚兹、希恩斯和
罗辑。但智子知道这个计划后，安排
ETO（地球三体组织）推出了破壁人计
划。当四位面壁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ETO找到了相应的三位破壁人。他们通
过智子给出的信息分析出面壁者的计
划，从而让面壁计划失败。只有罗辑的
面壁计划无缝可寻。

泰勒的计划是让大量小型太空战机
编队（蚊群编队）携带恒星级的核弹轰
击三体舰队 （明面），真实的计划是让

ETO（地球三体组织）驾驶战机，因为
是ETO组织驾驶，所以可以接近三体
舰队，到那个时候再将战机切换为自动
驾驶，然后操控自动驾驶的战机撞向三
体舰队，以此来毁灭三体舰队。

雷迪亚兹的计划（明面）是在水星
上部署基地，以此来防御太阳系内部，
但实际上是在水星上部署恒星级核弹，
准备把水星炸入太阳，引发一场足以毁
灭整个太阳系的膨胀。这样的话，就可
以以整个太阳系来威胁三体了。

希恩斯是一个脑科学家。他的计划
就是利用高性能计算机来研究大脑。后
来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思想钢印的存在。
他把思想钢印适用于太空军，来让人类
获得必胜的决心。实际上却是利用思想
钢印来制造一批逃亡主义者。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计划都非常了
不起。罗辑最后就是用这些技术拯救了
地球。三位面壁者都是伟大的人类拯救
者。可惜他们的计划都被破壁人破解，
最终失败身亡。因此刘慈欣不仅在写技
术未来，更在反思人类文明。

首先，天才的超前思想并不能为民
众认识和理解，这往往导致悲剧结局。
三位面壁人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持悲观态
度，认为人类无法战胜三体人（事实是
人类真的无法战胜三体人），只希望能
保存人类火种活下去。这不能为民众所
理解。

其次，刘慈欣赞扬中国智慧。为什
么面壁人罗辑无法被破壁？罗辑是一位
社会学家兼天文学家，他想要研究宇宙
社会学。他在落入冰湖时看到宇宙中的
星星而顿悟了宇宙法则，于是发出了宇
宙咒语。我发现，罗辑的顿悟特别像中
国文化中的“道”。 而且罗辑的做法是
若有若无，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也
是中国文化中的虚虚实实策略，不让敌

人摸清自己的思路。
罗辑的胜利主要还是来自他对宇宙

本源的理解，这是哲学的思考，而非简
单的科学推断。他提出了这本书中最令
人震撼的“黑暗森林”理论：宇宙就是
一片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拿枪的猎
人。刘慈欣认为，整个宇宙基于猜疑链
和技术爆炸。这在本质上与达尔文主义
一致（弱肉强食和生命大爆炸）。这种
宇宙法则的探讨是悲观的，逃离的舰队
互相厮杀也证实了宇宙中的弱肉强食。
这能不能让人深思。

总之，刘慈欣在 《三体 2 黑暗森
林》中既展现了超强的技术推演能力，
更让我们理解了整个宇宙本源的生存法
则。

（作者系深圳南山教育集团南头小
学六年级3班学生）

我 看 《三 体 2： 黑 暗 森 林》 中 的 技 术 与 思 想
□□ 黄嘉懿

邓玉琳老师点评：
这是我们班国庆期间阅读活动的成果。黄嘉懿喜欢科幻小说，之前就反复阅

读过《三体》系列。他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对《三体2：黑暗森林》的理解。看得
出来，他是个技术迷，特别关注技术梗，会滔滔不绝谈论《三体》中技术的发
展，如三体中的面壁人计划。

最可贵的是，他还能在技术讨论之外思考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对社会、对
人性的观察与思考。他发现了罗辑的奥秘，就是罗辑对宇宙社会学的认识，理解
了叶文洁给他提到的宇宙法则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这并非只是基于科技逻
辑，而是一种社会生存认知，更多的是社会人文领域的思考。

黄嘉懿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些，如刘慈欣在《黑暗森林》预设了宇宙丛林法
则，所以他强调逃亡主义的正确性。但他仍然给我们以希望。他让我们看到了加
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展现的抗争精神，即使归途渺茫，即使努力徒劳，我
们仍然致力于改变命运；只要信念存在，人类就有存在的意义。希望孩子们在更
多的文学阅读之中找到精神力量和社会使命感。

物理——连接
科幻与未来
遥远的星空令人着迷，物质的本

源引人深思，自人类开始学会思考，
我们就对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疑问与
好奇。

一方面，我们用无边的想象与已
有的知识去填充广阔的未知世界，塑
造出无数科幻作品；另一方面，我们
勤奋耕耘、努力求索，不断去突破知
识的边界，发现世界的真谛。物理学
是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一股绳。随着
我们在物理学领域钻研的深入，曾经
的幻想正不断变为现实。2019 年第
11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就此进行
了专题报道。

这期杂志还特别聚焦了“新中国
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袁隆平、屠呦
呦、程开甲、吴文俊……这些杰出的
科学家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祖国和人
民。他们的功勋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永
垂不朽！

科幻教育潜藏着巨大的教学需求
□ 周 群

近年来科幻题材的文章不断出现在中高考试卷中。对“为什么要开展科幻教育”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地方被窄化
甚至异化为“要应对考试”，但科幻教育的确潜藏着普遍而巨大的教学需求。

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如何引导教师正确挖掘科幻作品的巨大价值，以科幻课程为载体，面向未来做教
育？科幻教育共同体的先行者们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