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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
正常人脑的使用率不到7%，而记忆遗传

这项技术如果能与大脑更深度的开发以及人
机互联相结合，人类可能会从群体文明发展
成个体文明。

降临

刺眼的白光将我从梦境中唤醒，四周是
一片空白。突然出现在这样一片诡异的虚无
之中使我立刻不安起来，好在我确确实实的
感受到了地面与重力的存在。我站起来想向
前走两步，却感觉腿像棉花糖一样无力，马
上又瘫倒在了地上。我低下头，惊恐的发现
自己的四肢变成了婴儿的模样，其连接的也
是一个婴儿的躯干。我在一个婴儿的体内。

向前回忆，我是 X 科学院的一名院士，
研究神经科学。我能够记起的最后一件事是
我正在测试一台脑部扫描仪的原型机，通过
它我们可以对人体记忆储存功能的运转方式
有更深入的研究。于是我让助手操作仪器对
我进行了扫描，当我进入仪器后再醒来便来
到了这里。

突然的声响把我的思绪带回眼前，这声
音从各个方向同时发出，如同从我的脑海深
处发出来的一般。“如何将皮质层及突触通道
间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那个声音
说。这个问题正是涉及到我最近神经生物学
的研究成果，所以答案迅速出现在了我的脑
海中。“可我为什么要回答他呢？”我想到：

“这可是机密啊！”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向我
问了数个问题，涉及我的学术成果与个人喜
好，并且无一例外都是我刚想好答案，他便
提出了下一个问题。问完了最后一个问题，
刺眼的白光暗了下来，天花板墙壁出现在我
眼前，我正在一个房间里。房间的门开了，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进来。那些人中最
后一个人看起来十分瘦小，宽大的大褂似乎
是要从他的肩上滑落，鸭舌帽的阴影覆盖住了他的整张面
孔。为何如此眼熟？他关上门转过身来面对我，这回我看
清楚了。他是我自己。

“恭喜，”这个我记忆中的自己冲我说道，“你是世界上
首位拥有一位成年人——也就是我的记忆的婴儿。我们刚
刚对你的记忆的保留度进行了一下测试，非常幸运，你现
在拥有我的全部知识。”巨大的震慑使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一瞬之间我从一位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实验品。
事情最终以一针镇定剂结束了我的哭声与意识而了结。

几个月后，我逐渐从自我认知的障碍中走了出来。事情
比我想象的更顺利一些，我在x国获得了合法身份。研制出
我的x科院开始让我参与到他们的研究中，因为这也是他们
对我研究的一部分。虽然我这个幼儿的大脑发育还不完全，
但是思维活跃度也比步入中年的人不知敏捷了多少。很快我
便在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几次突破，更是让造就我的记忆遗
传技术实现了量产，我如今的处境可谓是风生水起。

事变

距离拥有我记忆的这个男孩出生已经过去了6个月。我
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实验品，可现在他居然进入了我们的
研究组。我们的研究成果最近进展十分迅速，可这里面有
多少是属于我的呢？那小子作用和我全部重合，每次还都
在我之前发表了与我课题相近的论文。他的知识可都是我
辛辛苦苦学来的啊，结果他却在出生时就全部拥有。再这
样下去我可能就要被迫提前退休了，我绝不会让他毁了我
在学术界名垂青史的机会。

好在，我仍然是记忆遗传这个研究项目组的负责人……
第二天早晨，我向他发出了邀请，想再用扫描仪为他的

大脑做一下测试。而在此之前我偷偷调高了安全电流的上
限。晚上，他如约来到实验室。几番交谈后，我便看着他进
入了扫描仪。“他只是一次实验的产物，我是研制出他的科学
家。”我这样告诉自己。我把电压调至最大，按下了按钮。

可就在这一瞬间，整栋楼的灯都熄灭了。门突然被撞
开，10余名警察冲了进来，把我按在了地上。不一会儿楼
里的灯光又恢复了，扫描仪中的他缓缓起身，走过来向我
说道：“别忘了我是你，所以我知道你会这样做。”

混乱

我早就预料到了他会谋杀我，因为在同样的处境下，
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经过数月的努力，研究组在我的带领下将遗传技术推
入了市场，这项技术势必会对目前的社会形态造成极大的
冲击。如贫富差距将被拉大，因为知识可以用钱买到。中
年劳动力将会被淘汰，因为年轻人有着和他们同样的经
验。至于我自己与这项技术的未来，我也不知道将何去何
从。

想到这里我感觉有些困了，躺到床上，我进入了梦乡。
突然，刺眼的白光将我唤醒，为什么又回到了那片空

白的世界？我记得我是一位神经学院士。
等等，我也是这位量子物理学家。
我似乎还是那位化学家。

（作者系北京十一学校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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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8月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央
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五部门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指南中提出
了具体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
思路、建设内容，并附上了人工智能标准研
制方向明细表。指南中提到，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目标为：到2021年，明
确人工智能标准化顶层设计。到2023年，初
步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标
准实验验证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指南中也提到了智能教育领域：“规范
在新型教育体系中的教学、管理等全流程
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建立以学习者为中
心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
终身教育定制化。”这里面有几个核心词：
以学习者为中心、精准推送、定制化。

智能时代的学习不是让人被人工智能取
代，或者淘汰，而是利用技术更好地回归到

以学习者为中心。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会
带来前所未有的学习变化，能消除时间和空
间的制约，让学习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多
的自由。新的技术将为学习赋能，打破校内
和校外的壁垒，突破整齐划一的教学模式，
带来全新的学习的变革。

人工智能在方便学习的同时，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从信息匮乏时代到信息过载，如
何将浅阅读和深度理解结合起来？使用移动终
端，阅读的停留时间越来越短，比如说一个视
频平均观看3秒钟、一篇公号文平均阅读15
秒，一半的阅读者就会跳转到下一个视频或者
文章。目前大量的屏幕阅读是快餐式的阅读、
碎片化的阅读，如何建立系统化的学习，内化
为知识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如何运用技术提升自己而不是被
技术所绑架？比如说今天有个常用的词叫“刷
屏”，阅读者好几个小时刷过去了，并没有吸
收到有价值的内容，无法对碎片化的数据和信
息进行提取，并融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里。

第三，数字端阅读很容易从一个链接跳
转到不相干的链接，如何专注于一个主题学
习，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进行有效的学习，也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因此，智能技术一方面带来了学习的便
捷，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
学习，另一方面也对有效地学习、深入学
习、信息筛选、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和
技能呢？对此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也
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了 《教育新视野：释放技术潜能报
告》里将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分为三类：一
是基础素养，包括传统读写素养、数学素
养、科学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金融素
养、文化素养和公民素养。第二是能力素
养，包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创
造力以及沟通和协作。第三是性格特征，包
括好奇心、积极性、毅力、适应性、领导力
以及社会和文化意识。

智能时代已然到来，这是一个让人心潮
澎湃、也是让人焦虑不安的时代。新一代的
学习者，必须适应互联网加数字化的生存。

《智能学习的未来》这本书作者之一罗斯玛
丽·卢金是国际 AI 教育学会会长，她认为：

“人工智能对对人类的最大启发就是人工智能
无时无刻都在不断学习，永不厌倦，这就意
味着它们总是在不断改进，所以教育体系正
确的路径和方向就是让人类比人工智能更善

于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铸就成功和智能
的基石。如果我们善于学习，世界就将任我
们驰骋，人类也将不断取得进步。”

《智能学习的未来》指出，人类胜过人工
智能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注重发展的地
方，比如说元认知智能是对知识的认识，涉
及到学习识别什么是真实有效的证据、以及
如何根据证据作出判断，从而构建我们的知
识体系。处理数据上，人工智能击败人类不
费吹灰之力，但是谈到辩论、给出理由解
释，人类却能够把人工智能打得一败涂地。
201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9届大使人工智能圆
桌会议上，演讲人举了一个例子，清晰地阐
明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区别。演讲

人讲了这样一句话：“妈妈，丹尼在学校打了
我，所以我也打了他，但是老师只看到了我
打他，所以他惩罚了我。这不公平。”这句话
小孩子都能听懂，但是人工智能却无法理解。

如何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做好升级准
备呢？比如说知识是教育中的核心，但是不
是智能的全部，而且知识也恰好是最容易被
人工智能完成自动化的，所以需要改变我们
和知识的关系。不只是记忆知识，而是要学
会提对的问题，培养勇于质疑的能力，必须
通过社会互动和批判性分析才能构建起自己
对世界的理解。

（作者为教育专业硕士、北京市金牌阅读
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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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看看展品，就能了解死者生
前是否曾吸烟或肥胖。无论是对普通
大众还是对病理学家或医生来说，了
解这些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亲眼看到
它们。”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原馆
长罗伯特·兰斯当在博物馆正式对公众
开放时如是说。

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是在
1959 年由新南威尔士大学资助创建
的，是一所建在大学中的博物馆，初
衷是给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直观地观察
患病的人体器官标本并提供教学服
务。2009年4月，该馆成为澳大利亚唯
一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医学病理博物
馆，他们的口号是“了解你的敌人”。
因此“架起公众理解疾病的桥梁”成
为了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的使
命。他们通过展示疾病标本、线下开
展教育活动、线上在社交网络平台与
公众互动，让公众认识疾病，直面疾
病，从而产生足够的警醒。

该馆藏有 2500 多份病变的人体组
织标本 （图 1），展示了数百种疾病及
其并发症，展品包括吸烟者黑色的
肺、肿大的甲状腺、鸡蛋大小的乳腺
癌肿块、因患关节炎而畸形的膝盖、
生了坏疽的脚等。这些展品大多有 60
至 70 年历史，但置身其中仍感震撼。
学校可以将这些展品生动地与课堂结
合开展教育活动 （图 2）。针对高中的
需求，该馆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者
和病理学家共同设计一个短期课程。
在半天的时间里，让学生们通过小组
讨论、观察标本、写出报告等方式，
真正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结合，给他们

留下极为印象深刻的一课。
线下教育活动是理解疾病的有效互

动方式，而线上活动也能发挥类似作
用。现代博物馆的目标之一就是成为专
业科学信息的整合者和转换者，这一点
在关于传染性疾病知识的科学传播方面
体现得尤为明显。两百年来，登革热病
毒在包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
国家广泛肆虐，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简
称WHO）收集了世界各地的登革热数
据情况、案例、推荐防疫措施、治疗措
施等。虽然WHO网站的内容丰富，但

过于专业。于是，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
物馆整合转换WHO的信息，制作有关
登革热传染、预防和治疗的海报，简单
明晰地定义了登革热病毒和传播途径、
展示了澳大利亚本地的数据和可借鉴的
防疫措施等，文字图表简单易懂，在帮
助公众理解登革热病毒方面发挥了不小
作用。

除了专题内容，澳大利亚人类疾病
博物馆也将展品放在网络上，并与公众
互动。他们将有比例尺的展馆疾病标本
高清图像上传至Instagram平台。公众看

到图片的同时，还能在评论中回答馆方
对展品的提问，如“请你来诊断，这是
什么疾病的标本？”“让我们以一些线索
作为探索的开始”，馆方稍后也会公布
答案。这种互动激发了公众对展品的兴
趣，并对疾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
索。该馆的每一条信息都有不少公众参
与评论，足以说明利用社交媒体账号与
公众进行对话和探讨，是科学传播的有
效方式之一。

除了在网上发布展览、展品图片
与信息外，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
还会发布一些馆内工作人员的幕后工
作“花絮”，比如他们在社交网络平台
Facebook 发布的内容包括送别现任博
物馆馆长的信息和照片、VR活动后台
准备人员的照片等，这些照片将博物
馆更加鲜活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

“高冷的”博物馆多了“人情味”和
“烟火气”，增进了公众对它的了解。

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作为一
个小而美的医学专业类博物馆，除了
实体馆震撼展出的疾病标本和与课结
合的教育活动外，在网站和各类社交
网络平台上也架起了科学与公众之间
对话的桥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
讲师）

（本文图片来自该馆官网及网络）

为了生存，人类不断地探索、运用科
学。时至今日，生活与科学已经形成了紧
密的共同体，科学无处不在，科学就在我
们的生活之中。因此，对于儿童的科学教
育来说，最为重要的便是让孩子们认识到
科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从生活中发现科
学，乐于去接近和探索科学。

日常生活中开展科学游戏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生活中的科学
现象无处不在，比如日常切萝卜剩下的
萝卜头，泡进水里就可以让孩子观察植
物生长、发芽、开花的过程，感受生命
的变化。如果能结合简单的记录和拍
照，还可以自然而然地让孩子进行数据
收集、记录、绘制和分析图表，学会以

“科学”的方式理解生活。再比如可以和
孩子一起玩镜子游戏，用小镜子和大镜
子进行组合，变化出两个、多个、无数
个自己，或者是利用镜子角度的变化发
现贴在后背上的东西，从而感受科学工
具的奇妙。此外，家中常备放大镜、量
杯、滴管、漏斗等简单的科学探索工具
也会极大地提高孩子的科学探索兴趣。

从孩子好奇中进行科学探索

孩子们总是会对生活充满好奇，所
以常被成人戏称为“行走的十万个为什
么”。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会对很多现象
表现出好奇心，并且提出许多的科学问
题。比如吃饭的时候，孩子发现“玉米
粒排列的怎么这么整齐？”，这时候既可
以和孩子一起通过观察和探索，发现玉
米粒排列的规律，玉米总是两排对齐，
两排错开的排列，从而让孩子感受到大
自然的奇妙。在游戏的时候孩子也会好
奇地询问陀螺在凹凸不平、羽绒服或者
人的身体表面能不能转起来，这时候就
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相应的探索，一起

动手实践发现陀螺在哪些表面能够旋转。

通过身边的事件渗透科学教育

一些与科学相关的大事件或是对孩
子的生活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也是对孩
子进行科学影响的重要机会。比如神舟
号飞船、日全食、大月亮、地震、冠状
病毒、打流感疫苗、高铁通车、修建地
铁站等等，家长可以利用这些事件，结
合一些科普知识向孩子传递简单的科学
知识，帮助他认识大自然与人类的关
系，理解科学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便
利。除此以外，扫地机器人、电饭煲、
电冰箱，甚至是扫码支付等无处不在的

“机器人”和科技手段，都是对孩子进
行科学教育的有力武器。

巧用科普阅读萌发科学兴趣

科普阅读是对儿童进行科学教育

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科普图书
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小到粒子到无
限的宇宙，从我们的身体到海洋生
物 ， 从 植 物 到 动 物 ， 可 谓 包 罗 万
象。通过科普阅读可以使孩子足不
出户就能认识宇宙万物，是一种性
价比非常高的科学教育方式。阅读

《牙齿大街的新鲜事》 不仅可以让小
朋友了解口腔知识，还能帮助他们
认识到刷牙的重要性；阅读 《月球
上的一天》 等科普绘本，可以萌发
孩子对进行科学探索的兴趣；阅读

《霉菌》，不仅可以帮助孩子认识细
菌的害处，还能引导他们认识到生
活中那些有益的霉菌，甚至可以和
孩子一起尝试培植霉菌，真正地感
受一下霉菌的生长环境。

（作者系武汉大学硕士，现为深圳
阅读推广人）

澳大利亚人类疾病博物馆：架起公众与科学对话的桥梁
□□ 辛尤隆

图1：澳
大 利 亚 人 类
疾 病 博 物 馆
展厅。

图2：正
在 为 学 生 准
备 教 育 活 动
的老师。

图3：该
馆 员 工 在 网
上 为 馆 长 送
别。

儿童科学教育的契机蕴藏于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家长可以通过抓住常规性的生活游戏、孩
子好奇的现象，利用发生的科学事件、科普图书阅读等机会，有的放矢地对孩子进行科学教育。

在 生 活 中 发 现 科 学
□□ 于 婷

射电望远镜在两年内接
连发现了两颗来自深空的

“彗星”，令天文学家目瞪口
呆。这两个小天体从某个遥
远的恒星系逃离，跨越了数
十光年，远道而来。这证
实，在各个恒星间有着无数
流浪行星，而各星系间有大
批恒星不请自来……充斥太
空的无数天体令宇宙中的边
界变得愈发模糊。

欲知“流浪繁星”内
容，详见 《新发现》 期刊
2020年7月总第178期。

8月5日，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到了智能教育领域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
精准推送的教育服务，实现日常教育和终身教育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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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阅读 《霉菌》 后，用面
包培植的霉菌

33

人类的智能不仅包括对世界的认知，还包括自我认知，理解和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并
能够根据情境调整情绪，不断发展自我效能感，成为一个终生学习者。

《智能学习的未来》这本书里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重新定义人类的智能。学习是智能的基础，人类终身必须坚持。人类智能是一种交

织型智能，智商只是智能的衡量标准之一。
2. 人类的智能的发展要视为一个整体来发展，包括学术智能、社交智能、自我效能感等等。
3.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实现终生学习？把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心智的记录仪，借助人工

智能来处理海量的数据，实现个性化的学习。

人 类 智 能 的 三 个 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