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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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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于机载软件错误，哈勃太空望远
镜再次进入安全模式，美国宇航局并未透露该
望远镜出现的具体故障是什么，是何原因造成
的，以及正在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处理。

哈勃望远镜上一次进入安全模式是
2018 年，当时它的两个陀螺仪出现了问
题，3 个星期后，在没有任何拖延的情况
下，该望远镜再次恢复上线，相关的故障
得到了修复。此次，哈勃太空望远镜再次
进入安全模式，无疑是提醒我们这架望远
镜已经很老了，正在步入生命最后历程。

哈勃太空望远镜老化硬件最后一次直
接维护，是2009年由航天飞机宇航员太空
行走过程中完成的，当时工程师估计它的
寿命大约持续到 2016 年。经过几年的翻
新，工程师们重新评估了该望远镜相关仪

器的持续能力和可靠性，哈勃的工作时间
会更长一些，最近的评估数据表明，这架
望远镜可能继续保持当前的科学研究，至
少持续到2026年。

近年来，哈勃太空望远镜对人类太空
探索作出巨大贡献，用于各种天文学研
究：研究太阳系行星和卫星；凝视遥远的
恒星、星系、超新星、星云和其他天文现
象，以及研究宇宙的起源和膨胀过程。而
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射之后，这两
个太空望远镜的组合观测，可能帮助科学
家确定一个真正适合生命存活的类地世界。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经常被宣传
为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但这并不完
全正确。哈勃太空望远镜可以观察可见
光、紫外波长的宇宙，而詹姆斯·韦伯太

空望远镜重点是红外线观测，这将有助于
科学家研究早期宇宙天体的化学特征。

哈勃的真正继任者可能是美国宇航局
提议建造的大型紫外光学红外勘测者太空
望远镜，简称LUVOIR，这是一种能够观
测多种波长 （包括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
线） 的通用天文台，如果获得资金支持，
LUVOIR望远镜最早将于2039年发射。

哈勃望远镜最终停止工作时，大多数
天文学家应竭尽全力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哈勃太空望远镜在研究紫外线和光学天文
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很多天文学研究，
特别是当涉及到了解外太空的温度和化学
时，都依赖于从它获得的信息，当哈勃望
远镜停止工作时，将是人类太空勘测的一
个重大损失。 （科文）

哈勃望远镜有望“活”到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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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普通孩子学奥数。”两
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
院院士袁亚湘的一番话，引起了网
友的热议。到底该不该学奥数？奥
数为什么会成为广大家长的痛点？

“全民学奥数”背后有什么需要改变
的学习观念？

全民奥数背后的学习焦虑

袁亚湘在两会期间提出建议：
“我不建议普通的孩子学奥数，奥数
只是 （适合） 极少数孩子去学的，
的确有一些非常有天赋、对数学非
常热爱的孩子，这些孩子才应该去
学奥数。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我觉得
不应该去学奥数。”袁亚湘进一步解
释称：第一，因为奥数不适合大范
围的、每个孩子都去学；第二，如
果对数学不是特别喜好的孩子，学
奥数很可能会把他的学习兴趣搞
没；第三，对于普通的孩子，也没

必要去学那些奇特的解题技巧。
这番话引起了热议，说明触到

了长久以来困扰家长的教育痛楚。
奥数全称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最早是1934年和1935年苏联开始在
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办中学数学竞
赛，并冠以数学奥林匹克的名称。发
展至今，已成为公认最有国际影响
力、水平最高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奥
数比赛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难
度大大超过大学入学考试，原本是为
了选拔在数学上具有天赋的孩子，但
是，这些年，获奖的中学生能被超一
流大学提前录取，奥数逐渐沦落为择
校的敲门砖。特别是随着小升初统考
取消、很多重点中学变相用奥数来作
为“掐尖”的工具，学奥数的年龄不
断下移。教育部门不允许公立学校出
面考试，民办比赛就风起云涌，各种
名目“占坑班”迅猛发展。焦虑的父
母，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一所更好的
学校，没有深入去思考是否适合自己
的孩子，就把刚上小学的孩子捆绑到
了奥数培训的战车上。

问题出在哪里？低年级奥数、全
民奥数屡禁不止，根子上反映的是家
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求。一方面，需要

从国家层面发展均衡教育，并给孩子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在保证教育
公平的前提下，为学有余力的孩子提
供机会去张扬个性、发展天赋。另一
方面，需要家长更新教育观念，厘清
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如何根据自己
孩子的特色，遵循天性、挖掘潜能、
持续发展？

是什么伤害了学习本能？

学习原本是人的天性，每个孩
子都有发自本能的渴望，想要去探
索未知的世界，为什么随着时间的
流逝，他们只是感到刷题的痛苦，
被一次一次的排名所绑架呢？

因为只看结果不重过程的学习
模式，将奥数当成了一种筛选人的
工具，违背孩子学习的本能，破坏
了内在学习动机。研究发现；内在
动机而非外在动机，才是创造、责
任、健康行为以及持久改变的核心
所在。所有的择校排名、奖励比赛
优胜者、淘汰后进者，这些激励或
者施加的压力，有时候会让人顺
从，但是更多的是带来伤害和负面
结果，包括丧失学习斗志、激发反
抗的冲动。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

些在中学时代非常热爱奥数的学生
进入大学之后却完全放弃了学习，
因为他们在漫长的一次又一次地被
筛选中，耗尽了对数学的兴趣。

研究发现，人们原本愿意在没
有奖励的情况下去做某些事，但是
因为做这个事得到了外部奖励，反
而会伤害了他们的内在动机。科学
家曾经做了一项有趣的拼图实验，
有两组研究对象，一组拼出了拼图
就会得到金钱的奖励，另外一组不
会得到任何的奖励。实验最重要的
一段时间，并不是研究者在房间里
陪着研究对象的时间，而是当研究
者离开之后，有 8 分钟的时间研究
对象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
事。这时候孩子还会自发地去玩拼
图吗？研究者在暗处观察发现，在
自由的时间里，第一组因为玩游拼
图游戏而得到奖励的学生，不愿意
再去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没有奖励
了。拼图原本是孩子喜欢玩的游
戏，没有奖励也会乐此不疲，引入
了奖赏反而让一件本来愉快的自我
探索活动，变成了一项为了追求奖励
的乏味的活动。

（下转第2版）

是 谁 把 孩 子 绑 架 到 奥 数 战 车 上
□□ 李峥嵘

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我国第一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
—— 先 进 天 基 太 阳 天 文 台
（ASO-S）， 即 将 进 入 正 样 研 制 阶
段。目前，卫星的工程样机研制已经
接近完成，有望于 2022 年发射升
空。ASO-S 主要科学目标为研究

“一磁两暴”，即太阳磁场以及两类最
剧烈的太阳爆发现象——耀斑和日冕
物质抛射。届时，ASO-S 将详细记
录第二十五个太阳活动周的“太阳风
暴”，并及时预报太阳爆发对地球的
可能影响。

“ASO-S 将搭载 3 台不同功能的
太阳探测望远镜，一个是全日面矢量
磁像 （FMG），专门观测太阳磁场；
一个是硬X射线成像仪，专门观测太
阳耀斑；一个是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
镜，专门观测日冕物质抛射。”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MG 载荷团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ASO-S 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FMG 的测量目标将
是 太 阳 物 理 学 中 的 “ 第 一 观 测
量”——磁场。

令人着迷的太阳磁场

1908 年，美国太阳物理学家海
尔首次观测到太阳磁场。随着太阳
磁场的发现，也开启了现代太阳物
理学。从此，人类开始密集地探索
太阳上各种现象背后的物理本质。
一些探索还极大地推动了物理学基
础理论的发展。

太 阳 磁 场 中 储 存 着 巨 大 的 能
量。当磁场演化到一定阶段后，太
阳就像是被触怒了一样，突然将这
些能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太阳上
大体存在两类这种大规模的爆发性
磁活动现象：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

FMG 载荷团队研究员苏江涛表
示，太阳极其复杂的磁场也引发了
许多令人着迷的显著特征，比如太
阳黑子等。“通过望远镜，天文学
家可以观测到简单的偶极活动区在
日面上面积不断变大的演化过程。
通过磁流体力学 （MHD） 模拟，能

够看到与活动区相关的磁力线从太
阳内部浮现出来，不断向上膨胀，
穿过光球层、色球层、过渡区和日
冕。”

太阳活动区以外的区域被称为宁
静区。随着望远镜空间分辨率、时间
分辨率的提高，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上
的宁静区其实并不宁静。有许多小尺
度活动现象都与宁静区的磁场变化有
关，比如在光球层可以看到米粒组织
的对流运动，在色球层可以看到针状
体的运动和演化等等。

“正是太阳的磁场及其活动导致
了黑子周期、太阳爆发以及日冕加
热。因此，测量太阳磁场是太阳物
理学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必
须完成的任务。”苏江涛表示。

观测从地基到太空

虽然人类对太阳的观测有着悠长
的历史，但对它的真正深入理解则始
于上个世纪初。

（下转第2版）

时隔10多年，我们迎来一次罕见的“红眼”笑脸：
火星与金牛座的最亮星毕宿五双星伴月。3月18日，火
星的亮度和毕宿五颜色都偏红，组成了一对有些发红的

“眼睛”，而一弯蛾眉月则在下方展开笑颜。
这是一个“小而美”的天象，不如流星雨壮观，更没

有日全食震撼，就是由一轮弯月和两颗亮星组成的“星空
笑脸”。但是对人类而言，却有着不可抗拒的亲和力。而在
2008年的12月1日至2日，金星、木星双星伴月，也恰好
与蛾眉月组成了一张“笑脸”，曾引发全球关注。

3 月 18 日入夜之后，这个红眼笑脸的左眼是毕宿
五，右眼是火星，两星相距不到一拳头远。从天黑到月
亮落山的将近4个小时里，笑脸一直可见。预计到3月
19日晚上，月亮贴近两星。笑脸仍在，只是美观度已大
打折扣了。

由于月亮运动得很快，星空笑脸的持续时间不会超
过24小时，而比例最佳的时段可能还不到4个小时。从
全球范围来看，这次笑脸的最佳比例大致出现在北京时
间3月19日早上6点到10点，这时我国看不到月亮，西
欧以及美国东部地区观赏条件较好。在中高纬地区，笑
脸总是倾斜着出现在夜空，纬度越高，倾斜得越厉害。

在我国南部地区，如广州、海口包括昆明等地，能
看到近乎垂直于地平线的笑脸。而在低纬度地区（如昆
明），笑脸显得更“正”。特别是在西欧和美国东部地区
地区，笑脸更接近最佳比例，如伦敦的笑脸落山时间为
北京时间3月19日早上7点左右，笑脸神态更佳。

尽管每个月都会发生各种“合月”“伴月”（也还常
有月掩星）等天象，但星空笑脸却相当罕见。

要形成比例和谐的“笑脸”，条件十分苛刻。首先
要有两颗亮度相差不大的行星或亮恒星大致处于相

“合”的位置；然后要有合适的月相，最好是农历初
三、初四的蛾眉月，而且它还要出现在两星以西十多度
处；第三月牙的方向要几乎正对两星，不能“歪嘴”；
最后，月亮还要位于两星的垂直平分线上，偏离最好不
超过半度（即一个月面视直径）。

“合”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两个天体的赤经
（也有人定义为黄经） 相等的时刻。可以粗略地理解为
它们在当前运行周期里位置靠得最近的时刻，行星合月
时，差不多就是这一个月里，行星离月亮的角距离最近
的时候。

完美的星空笑脸，上百年也不一定能碰上一次。在
黄道附近发生两星相合（行星合行星或行星合恒星）并
不新鲜，如火星合毕宿五，平均不到两年就会出现一
次。但在此同时蛾眉月也要出现在合适的位置，这个概
率就相当低了。

用星图软件Stellarium模拟可以发现，下一次再见到比
较端正的红眼笑脸，可能需要等到2049年5月3至4日。而
当时的月亮离太阳只有20度左右，月牙很细，不容易看
到。如果把月相放宽到农历初七、初八的上弦月，2023年
1月30日和2070年2月18日也勉强相符，除了弯月变成弦
月以外，月亮的位置也略有些偏。另外，红眼笑脸也有可
能在黎明时分出现在东方，这时的月相大致是农历二十五
到二十七日的残月。通过软件模拟可知，2039年8月14日
比较相符，只是“嘴角”略有点儿歪。

到21世纪末，除了上述几次机会外，都不会再有比较“端正”的
红眼笑脸出现。大多数年份，如2034年、2036年等，都是因为月亮的
位置以及月弓的角度有所偏离而致笑脸“变形”。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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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思语
ASO-S“探日”：揭开太阳磁场的秘密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无论是黑子、太阳耀斑亦或日冕
物质抛射，它们的根源都是太阳磁场。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公号）

3月18日，“从这里飞向太空——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国载人航天互动科普展”
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幕。展览设置“时光隧道”“为梦而战”“圆梦太空”和“太空
家园”等展区，采用最新的机电互动、裸眼3D、虚拟现实等互动体验技术，全景呈

现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让公众亲身体验航天员选拔训练、发射过程、在轨生活
和返回过程。

图为参加展览的观众在深度了解航天知识。 科普时报记者 周维海 摄

我当一回航天员我当一回航天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