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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令2020年春节过
得忧伤而漫长。即便假期结束，很
多孩子依然无法到学校上课，只能
在家里通过网络学习。身为大学教
师的我也变身主播，通过网络继续
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同时也通
过网络给幼儿园和中小学生们“讲
故事”。

我给孩子们讲故事要从2019年
秋天说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做科
普，同时也在做人的听觉认知研
究。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抑扬顿
挫、悦耳动听的声音，这样的声音
传递的知识会比文字给人的印象更
深刻。于是，我灵机一动，为什么
不把自己的科普书籍制作成有声书
呢？

我把这个想法和身边的朋友一
说，很幸运地得到了支持。科学出
版社授权我进行全书的录音和免费
传播。华中师范大学校广播台的台
长和一位有着仙女般嗓音的研究生
通过遴选成为《菁菁和她的魔法森
林》的男女主播。我选择了这本和
生态教育相关的植物科普童话，因
为它很适合讲给幼儿园及中小学的
孩子们听。

两位主播一边上课，一边利用
课余时间制作音频。就像书籍成为
人类思想的载体一样，他们优美的
声音又成了书籍的载体，动人的声
线通过喜马拉雅电台萦系千万听
众。我并没有怎么做宣传，可是经
常有小读者问我什么时候更新？还
有没有续集？就是在小读者们的热心监督之下，
我和两位主播完成了全书50个章节的音频制作、
封面照片收集、文字简介和全书上传。即便在疫
情的重重阴霾之下，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完全停
止，疫情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开展生态教育，
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自然的种子，未来才会有
百花盛开，人们才能恢复幸福祥和的生活。

因为制作有声书的缘故，我自己也经常在喜
马拉雅、樊登读书等APP上听书。相比阅读纸质
书而言，听书不影响视力、不消耗纸张、方便快
捷，还能够享受悦耳声音的抚慰。主播们富有磁
性的嗓音，来自合理使用体腔共鸣所产生的泛
音，它就像音乐一样扣人心弦，令人感到放松、
舒服。

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写防疫科普、抗疫宣
传，直到疫情缓和，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日常教
学和生态科普。这段时间，武汉市民只能在照片
上看见外面的春光灿烂，小朋友们只能在阳台上
眺望远处的花朵，我希望能够通过优美的有声书
来弥补他们无法出门的缺憾，帮助那些封闭在斗
室中的家庭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我建议家长们多安排
一些亲子阅读的时间，您可以绘声绘色地把书读
给孩子们听，也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听书。
亲子阅读不仅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更好地学习知
识，交流情感，也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增进理
解、相互支持。闭门不出的日子里，亲子阅读可
以让孩子开阔眼界、培养学习兴趣，可以陶冶孩
子的情操，增强他们对抗困难的勇气。

除了必要的防疫知识，我建议家长和孩子们
一起读/听一些和生态教育、环境保护相关的书，
比如蕾切尔·卡逊的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比
如《昆虫记》《微生物猎人》《看不见的森林》《花
朵的秘密生命》等文笔与知识俱佳的杰作。

从脑科学的认知规律来说，孩子对自然界的
认知也是有关键期的。越是年幼的孩子，对自然
界的草木虫鱼的感受越是生动鲜活。及早培养他
们的生命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对于他们今后做
人做事都极为重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残忍伤
害野生动物的人，一个对陌上花开无动于衷的
人，能够关爱自己的家人，能够真正地爱惜自
己。从长远来说，生态教育关乎地球上每一个人
的未来，此刻经历的灾难是一记刺耳的警钟，我
们若还不警醒，接下来的春天会更加寂静。

疫情终将过去，未来无限可期。让我们聆听
人类最美的语言，传递春天的祝福。让我们在好
书的陪伴下，走过黎明前的黑暗，一起迎接绚丽
的朝阳。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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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真的是完全由基因
决定的吗？非也。

美国新生物学专家布鲁斯·H·利普顿通
过实验发现：人的信念会深刻地影响着行
为、基因的表达甚至基因的结构。通过改变
你的感知，你可以改变你的行为，可以选择
表达不同的基因，甚至能改写你的基因。

华大基因 CEO 尹烨在视频节目 《觉
者》 中，也曾谈到意识能改变基因表达。
他引用了多篇科研论文揭示了这一现象背
后的生物学机理，即正念练习能降低与炎
症相关的基因的活性能，通过干预基因表
达来影响人体的神经、行为以及一些生化
过程，从而达到调节身体机能的目的。

在心理学的动物实验里，也能看到不
同的养育方式会带来基因的变异。例如，
被妈妈照顾得细致的老鼠宝宝对压力比较
不敏感，因为它们的大脑中发育了更多的
皮质醇受体，抑制了应激反应。而被粗心
大意照顾的宝宝则相反，一生都会对压力
更加敏感。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
一个老鼠妈妈导致的对压力的敏感的遗传
变异，会被传给后面的好几代老鼠。

心理学认为，当你的内在意向发生改
变，你就会改变你的外显行为，你的人际
关系也会随之改变。正如美国哲学家和心
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改变你的思
想，就能改变你的生活。”

心理学上还有一个“魔法”叫“自我

实现的预言”——我们所抱有的信念和期
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使行为变得更积极
或消极，从而使我们的期待成真。用通俗
的话说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
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非常著名
的实验就是“罗森塔尔效应”，也称“皮格
马利翁效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
克布森对一所小学的 6 个年级进行一次名
为“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并向任课老师
说测验结果显示有一些学生很有潜力。8个
月之后，他对这些学生再次加以测验，结
果发现，被期望的学生，比其他学生在智
商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实际上，这些学生是随机指定的。但
是教师相信了科学家的“测试”，认为这些
孩子是天才，看待他们的方式也更积极，

而学生在教师的期待下，更有适应能力、
求知欲更强、智力更活跃。

在古希腊神话中，雕刻家皮格马利翁
爱上了自己用象牙雕塑的美少女，最终雕
像成真，喜结连理。罗森塔尔借用这个古
老的故事为这心理学效应命名为“皮格马
利翁效应”：期望和赞美能产生奇迹。

自证预言效应的影响力因年级差异而
不同。最强的自证预言效应发生在一年
级、二年级和七年级。为什么呢？因为
一、二年级的孩子刚进入学校，对自己的
学习能力还不够自信，需要得到老师和父
母的心理支持。七年级 （相当于中国初
一） 的自证效应可以解释为，在一个老师
不熟悉孩子的情境中，其观念更容易受到
社会影响。老师也不知道孩子到底聪明不
聪明，科学家说这个孩子聪明，老师就相
信了，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大为不同，孩子
就会顺着老师的期待发展。预言就此成真。

当我们知道了信念是可以影响一个人
的学习能力，那么就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
暗示。我们的心智会自动过滤那些与自己
预期不一致的特征和信息，会无意识地塑
造我们的行为以符合预期。如果你相信自
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是可以经过努力达到学
习目的，那么就会努力，即使遭到挫败，
也会解释为偶发事件，不会放弃努力。如
果内心已经预设了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
的，天生就笨，那么就会敷衍了事，一旦

遇到困难就会泄气说：早知道不行吧，那
就算了吧，再怎么努力也没用的。

让我们总结一下后天努力和先天基因之
间的关系：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 《先
天，后天》这本书中主张：后天培育依赖于
基因，而基因也要求后天培育。基因不仅预
先规定大脑的广义结构，而且它们还吸收塑
形的经验、因应社会的线索，甚至运转记
忆。它们是意志的原因，也是意志的结果。

《先天，后天》的基本论点是：人类个
体发育既不是完全由先天 （基因） 决定
的，也不是完全由后天 （经验） 决定的；
真实的情况是，基因是个体发育的内在动
力，而经验是个体发育的外在约束，尽管
个体发育是由基因直接指导的，但是所有
这样的指导都要受到经验的制约，因此先
天总是“经由”（via）后天起作用。对人类
个体的发育而言，学习能力是先天和后天
的协同作用。

所以，相信自己，在你大脑的广阔天
地里，你可以大有作为。

（作者系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
教育专业硕士）

朋友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辅导孩子作业而忍不住发脾气的时候，请务必默念三遍：“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
这个段子的意思是，当你对孩子的学习能力心怀不满时，请不要忘记自己的基因不过如此，就不要奢望孩子是天纵奇才。

今年这个春节，和往常不太一样，一
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

面对疫情，虽然实体馆只能无奈地关
上了门，但中国科技馆却积极通过线上平
台迅速推出了“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网络专题展”，并于2月8日在中国数
字科技馆等网站正式上线，使观众能够全
天在线、足不出户、身临其境地参观防疫
科普展览。（图1）

该网络专题展及时发出科学的声音和
权威的信息，以“万众一心 共克时艰”为
主题，以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地奋力抗

“疫”为主线，从疫情现象到科学本质，再
到精神内涵，共分为5个展区（图2），每个
展区都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展开，引导公众
进行深入思考。

展区一：“疫情笼罩 非常春节”（图
3）从春节应有的祥和喜庆氛围与疫情的逐
渐笼罩交汇入手，以“舌尖的‘鲜’怎成
社会的‘险’？”开始，直指本次疫情的起

源痛点，并以“疫情传播有多凶猛？”总结
了疫情迅猛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的重要事
件，为后续展示内容的设置做出了铺垫。

展区二：“科学防治 理性应对”从如
何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等方面向公众普及
知识，告诉公众应如何克服恐惧并保持科
学健康的心态。

展区三：“全力抗疫 最美逆行”通过
“如何诠释生命的名义？”“怎能忘记英雄的
模样？”等问题的引入，展现了一个个医护
人员不计生死奋战一线的搏命身影和感人
事迹。

展区四：“抗疫有我 与子同袍”用“这
个春节武汉人怎么过？”等接地气儿的发问，
展示了社会各界如何齐心协力形成抗击疫情
的强大合力，让武汉这座城市仍然在有序运
转，让整个社会的免疫系统不断增强。

展区五：“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从
“这场仗，中央决定怎么打？”开始，展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的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采
取的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后，以“军人”
集合答“到”迎战的方式，诠释了到底

“是什么给了我们必胜的信念？”，对整个展
览进行了总结与升华。

整个展览呈现出了一场有知识更有精

神、有部署更有落实、有感动更有力量的
生死对决，是对疫情全局的了解和掌握，
也是中国科技馆在面对凶猛的疫情时，做
这样一个网络展览的拳拳初心。

目前上线的是该展览的首版，后续中
国科技馆还会根据疫情发展情况，不断深

化完善展示内容，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数
据，并策划设计科技馆特有的互动体验实
体展品，为公众持续提供科学、全面、权
威、及时的优质科普展览，携手同行，共
克时艰！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讲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在“停课不停学”的新的学习形
式下，广大教师如何开展网上教学辅
导？教师网上授课怎样达到和在学校
同样的效果？下面给广大教师支几招
网上教学的方法。

一、教师组织学生网上学习时，
首先要测试了解学习认知倾向、思维
类型，根据听觉、视觉、动觉的比例
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教学中老师要注
意调动学生的各个感官，避免让学生
处在枯燥的“静听”状态。

二、一个人连续集中精力的时间
一般超不过15分钟，年龄越小时间越
短。而一个人紧盯电脑集中精力的时
间一般超不过 6 分钟。建议教师把 40
或45分钟的课分为几段，把要讲的重
点集中在3~5分钟内，以保证良好的学
习效果。

三、上课前10分钟，教师要对家
长讲明每节课的学习目标、知识重点
难点以及家长帮扶的具体办法。疫情
期间，辅导和管理的任务更多落在了
家长的身上，家长既是督导也是助
教。网络教学必须要形成教师、家
长、学生的学习共同体。

四、结合疫情，整合学科，调整
教学内容，挖掘学生身边的教学素
材。可以把品德教育同语文教学融合
在一起，歌颂身边的好人好事和医务
人员逆行而上舍己为人的精神；把生
物、化学结合起来，对传染病防治，
病毒，细菌，消毒等进行探究；把数
学的统计应用于流行病学调查。既符
合学习科学的“与学习者联系越密、
关系越大，学习者投入就越高、效果
越好”的原理，也能把疫情作为教育
资源，促进学生更快成长。

五、网上教学以“明确目标、设计
活动、制定规则”为主，组织学生形成

网上讨论小组，鼓励学生网上讨论交流，并用思维导
图呈现讨论结果。教师要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反馈，积
极评价小组活动结果，并与家长沟通，日积月累，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升。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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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技 馆 ： 新 的 对 决 ， 不 变 的 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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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网络专题展”展厅入口。

图2：“新的对决——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网络专题展”鸟瞰图。

图3：“疫情笼罩 非常春节”展区设
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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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滔滔祸蔓延，谁甘冒险逆行
前？白衣装绿勇为先。医院社区皆火线，
神州防控总动员。拼抵奋力望凯旋。”这
首题为“全家人民抗疫”的 《浣溪沙》，
是我专门为中国科技馆科普影视中心青年
党员黄宇婕手绘同名水彩画配的词。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重。
危难之际，不管是医院还是社区，不管是
前方还是后方，总有勇士舍生忘死，逆行
救险，投身到疫情防控的各个战场。他们
是平凡的英雄，民族的脊梁，学习的榜
样。

画完这幅画时，黄宇婕问自己3岁的
女儿上面的人儿都是谁，孩子回答道：

“全家人民”。回答得真好！我和小黄一致
决定，就把这幅画的名字叫作“全家人民
抗疫”。

黄宇婕的另一幅绘画，讲述的是一对
多日未见面、身着“全副武装”防护服的
医护夫妻在隔离病房走廊偶遇，通过声
音、眼神认出彼此，激动得相拥的动人故

事。
“请问，你是陈炳吗？”“是的。你是

小奇吗？”2月4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人民
医院，该院放射科医生陈炳和儿科护士徐
小奇，在相互试探并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
后，两人不顾一切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原来，这家医院自设立疫情隔离病房
后，徐小奇就主动报名增援，一直坚守在
隔离病房一线；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炳
也被安排给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患者拍
片。夫妻俩在各自战线上抗疫，又各自住
在医院的宿舍里，一直未能见面。

这一天，徐小奇推着小车给隔离病房
患者送饭、送药，陈炳正好也去隔离病房
给患者拍片。两人都穿着防护服，戴着护
目镜和口罩，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对方。徐
小奇眼尖，见走过来的人体型很像自己丈
夫，忍不住就先开口询问。于是，就发生
了上面所说的这感人一幕。

我给黄宇婕这幅题为 《爱之守护神》
的绘画，填《采桑子》词一首，以表达对

这对一线抗疫夫妻的深深敬意：“病房走
道匆匆遇，身影熟悉。明眸熟悉，怯认相
拥喜泪滴。同壕夫妇阻击疫，英勇杀敌。
激励杀敌，与子共仇披战衣。”

2 月 4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
医院。在进入隔离病房抗疫一线11天后，
该院护士陈颖终于和男友见面了。这是他
们 11 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为了防护安
全，两人只能隔着玻璃、戴着口罩交谈、
亲吻。

“宝贝，我好想你！”“我也好想你！”
短暂相见，两人抓紧倾诉相互之间的浓浓
思念。

黄宇婕为这幅画写下了这样的注解：
“快乐有很多种，想你是第一种。”据此，
我把她的这幅画命名为“相思吻最甜”，
并填“忆江南”词一首，以表达我们共同
的感佩之情。“情人见，窗阻吻无言。行
逆伤离搏疫病，岂独疆场漫硝烟？思念最
欣甜。”

随着疫情日益严峻，各地纷纷派出精

干医务人员队伍支援武汉等疫情严重地
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便于自身防护，
给自己加油鼓劲，许多医务人员主动选择
剃掉头发，誓与新冠肺炎病毒一决高低。
作为同样爱美的青年女性，黄宇婕被这些
义无反顾的平凡英雄所感动，专门选择这
其中的年轻女医务人员群体作画，并将画
作命名为“女子偶像天团”。

我信守为她的每一幅画配诗的诺言，
为这幅动人的画作填写 《卜算子》 词一
首，以示对部属的支持和褒奖。“青丝秀
美颜，休妒芳华艳。天使白衣扶死伤，大
爱疆无限。抗疫请战先，不惧危和险。削
发加油便防护，待命戎装检。”

图 1：全家
人民抗疫 。

图 2：女子
偶像天团。

图 3：相思
吻最甜。

图 4：爱之
守护神。

黄宇婕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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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扶死伤白衣天使扶死伤
□□ 苏苏 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