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梦 中国梦”
中学生作文选登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编100038 电话010-58884136/37/38 传真010-58884135 每周五出版 （2020全年订价：120元。零售价：每份2.40元）

数学文化

8 教育·智慧 编辑/李 苹2021.3.19
科普时报

在上海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坐
落着一个极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建筑
群，它就是创立于 2011 年的上海玻璃
博物馆，其前身是上海玻璃仪器一
厂。该馆曾入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旗下CNNGO评选的“中国最不
容错过的三个博物馆”之一，致力于

“营造并共享博物馆美学新生活”，将
博物馆艺术设计展览及多元、开放的
园区文化休闲项目融为一体，以独特
的姿态引领公众体验、想象与创作，
分享玻璃的无限可能，并致力于向公
众呈现最鲜活的艺术与最精彩的生活。

玻璃折射带来的光影变换，使得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展品都蒙上了一层
梦幻般的色彩。配合着精致前卫的展
陈及空间设计 （图 1），美轮美奂的玻
璃展品为观众营造了引人入胜的参观
体验。从学院派玻璃艺术展览，到古
玻璃专题展览，再到将玻璃与当代艺
术跨界共融的“退火”系列展览，玻
璃艺术与设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以
独特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艺术家
们以玻璃为媒介，创造了简单材质的
无限可能。

与很多艺术博物馆不一样，这里
流光溢彩的玻璃展品并没有摆出高冷
姿态，馆方设计了丰富有趣的互动项
目，让它们既可被远观又可被近玩，

鼓励观众亲身参与，感受玻璃艺术与
生活的碰撞。

DIY 玻璃创意工坊为观众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动手活动，他们以玻璃为
原材料，当一天艺术家，享受创作的
乐趣——“玻璃彩绘”可用颜料绘制
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图案，给透明玻璃
胚穿上炫彩的衣服；通过“热熔”将
不起眼的碎玻璃融化，并进行巧妙的
图案设计和拼接，创作属于自己的挂
件、佩饰或冰箱贴等小物件；通过

“马赛克”工艺体验古罗马人经典的艺
术创作方法，发挥想象力，利用小小

的玻璃粒装点生活中的小物件，让平
凡的储蓄罐、冰箱贴和首饰盒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此外，观众还能体验数
千年前的灯工工艺。他们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用喷灯融化玻璃来制作彩
色的珠子和漂亮的首饰。一沙一世
界，小小的琉璃珠在火焰的洗礼下，
焠炼一份惊喜，成就一份匠心。

热玻璃工作坊也是园区最具吸引
力的艺术体验项目之一 （图 2），在这
里观众能近距离观看玻璃工艺品的吹
制过程，感受玻璃技艺与火的华丽共
舞，更可以预约亲自体验，在专业技

师一对一的指导下，挑料、塑形，吹
制出属于自己的玻璃艺术品，感受玻
璃从高温至常温、液体至固体的巨大
变化。

2015年5月，上海玻璃博物馆从美
国塔科马玻璃博物馆引进了“天才玻
璃梦想家”项目。项目收到全国各地
数百位小梦想家们送来的天才画作，
每一幅都展现了孩子们不凡的想象
力。以这些画作为蓝本，美国塔科马
玻璃博物馆热玻璃工作团队将其打造
成栩栩如生的玻璃艺术品，让孩子们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跃然纸上，擦出了

“玻璃遇上绘画”的神奇火花。
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氛围，也让

不少年轻人选择在这里举行自己的文
艺范儿婚礼。这里的“爱庐彩虹礼
堂”和“璟庐水晶厅”，以万花筒般的
炫彩效果和由粗糙到摩登的时尚渐变
风格，让新人们在这里完成对爱情及
生命的个性化宣誓。这也是博物馆走
近公众生活的一种新方式，将文化与
时尚融合，践行对幸福的理解和初心。

“探索玻璃的无限可能”是上海玻
璃博物馆的发展命题。在这里观众不
仅可以跨越时空和藏品对话，感受古
今中外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力，还可以
陶冶情操，在多元空间中与创意不期
而遇。这里闪烁着艺术家的精巧构
思，承载着上海玻璃工业发展的百年
遗产，也借鉴了世界先锋城市文化与
艺术再生的概念，致力于将设计、观
光、亲子休闲融为一体，打造一座以
共享体验为主旨的博物馆级美学生活
园区。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展览教育中心
讲师）

上海玻璃博物馆：走近生活的玻璃艺术
□□ 高梦玮

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变
化、空间以及信息等概念的一门学
科，属于形式科学的一种。爱情，两
个个体间相爱的感情，是由于对某些
事物的喜爱所产生的情愫。前者为科
学，后者为情感，二者看似毫不相
干，但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的感情不是那样地秩序井
然、干净利落、逻辑清晰以及容易预
测，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学无法提供帮
助。因为爱情如同生命中多数的事物
一般，充斥着许多规律，而数学，最
终就是讲求规律的学说。通过数学方
法，可以更好地获得爱情。例如，美
国的一个线上约会网站，号称是“世
界上最好的约会网站”，创始人之一的
克里斯蒂安·拉德一直致力于用数学模
型和数据分析来解决爱情的问题。其
中一项研究的问题是“外表和所受欢
迎程度之间的关系”。通常来说，我们
都相信女性越美丽，肯定就越受欢
迎，然而事实真正如此吗？克里斯蒂
安先用数字1到5来表示用户的外表魅
力值，为了判断用户外表魅力值和受
欢迎程度之间的关系，他的团队随机
挑选出5000名女性用户作为样本，并
分别算出这些女性外表魅力的平均值
以及她们在一个月内收到的“求爱”
数量。结果如下图：

通过对散点图的分析，团队却发
现，往往是那些男生评价不一的女
性，她所获得的求爱越多、越受欢
迎。而那些公认的“美女”往往获得
的求爱不多，受欢迎程度不高。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从男性的角
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似乎就简单了很
多。一位男性在平台上看到了一位相
貌出众的女性，第一想法可能是追求，但转念一想，
如此优秀的女性定会有许多男性追求，与其冒着失败
的风险，不如寻找一位自己觉得可以欣赏的女性，这
样竞争压力小，成功的概率也会极大地提高。

历史上也有许多关于数学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
广为流传的莫过于赛凯莱斯夫妇的故事了。1933年，
匈牙利数学家乔治·赛凯莱斯年仅22岁，却已经在数
学方面展示出极高的天赋，常常在布达佩斯和朋友讨
论数学问题。在一次数学聚会中，一位名为爱丝特·克
莱恩的女同学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平面任意确定
五点，定有四点可以和它们构成凸四边形。赛凯莱斯
与他的好友埃尔德什想了好一会儿都未能找到证明的
方法。爱丝特十分开心地宣布了她的证明：这五个点
的凸包 （覆盖整个点集的最小凸多边形） 只可能是五
边形、四边形和三角形。前两种情况都已经不用再讨
论了，而对于第三种情况，把三角形内的两个点连成
一条直线，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中一定有两个顶点在
这条直线的同一侧，这四个点便构成了一个凸四边
形。在座的所有人都被她的证明所惊到了。之后，埃
尔德什和赛凯莱斯仍然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他们尝
试对这个规律进行推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于
1935年发表论文，成功地证明了一个的结论：对于任
意一个正整数n≥3，总存在一个正整数m，使得只要
平面上的点有m个（并且任意三点不共线），那么一定
能从中找到一个凸n边形。埃尔德什把这个问题命名
为了“幸福结局问题”（HappyEndingproblem），因为
这个问题让乔治·赛凯莱斯和爱丝特·克莱恩之间迸出
了火花，两人越走越近，最终在1937年6月13日结了
婚。

虽然“幸福结局问题”仍存在问题，但他们夫妇
最后的结局真的很幸福。结婚后的近70年里，他们先
后到过上海和阿德莱德，最终在悉尼定居，其间从未
分开过。2005年8月28日，乔治和爱丝特相继离开人
世，相差不到一个小时。

还有较为争议的笛卡尔的爱情故事——相传，著
名数学家笛卡尔与瑞典公主的凄美爱情故事已无从考
证，但是，心形曲线确实是广为流传。

下图为将心形函数推广到三维立体坐标系中。
数学也给爱情许多种表达方式，比如：“我对你的

思念就是一个循环小数，一遍一遍，执迷不悟。”深情
又贴切。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了数
学，才算达到了完善。”爱情是世界上复杂的情感，数
学是处理复杂问题的高手，也许数学能对它建模分
析。数学有一种冷峻的美，但是遇见爱情也可以很浪
漫。数学与爱情，共同见证着世间的美好。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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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到 21 世纪的今天，从小小
的磁针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从阿基米
德到奥本海默，从神话里的嫦娥奔月到
阿波罗号的成功登月。是什么推动了时
代的发展？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是科技。

当飞机从莱特兄弟的手中诞生，登
天还难吗？当史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
车，“三百里加急”已经成为过去。当贝
尔的电话公布于世，天各一方的你我，
将不再遥不可及。

提起 5G，很多人都会想到“快”。
那么，5G到底有多快呢？在业内有一个

比喻：如果把 2G 比作自行车，3G 就是
摩 托 车 ， 4G 是 汽 车 ， 5G 则 是 高 铁 。
2G-4G，本质上还是人联系人，但5G除
了人连人，更实现人连物，物连物。未
来世界中的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
将全部建筑在5G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上。

人类的发展，是一场永远不会谢幕
的表演，科技成果是里面最耀眼的明
星。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我们取得的成就
不少，科学家追逐星光，敲击原子，观
宇宙之大，探粒子之微。科技，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国家富强的表现，
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
突飞猛进，断手再植、杂交水稻、原子
弹和氢弹爆炸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和飞船
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
缩短了我国和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我
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邓小平爷爷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如

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毛泽东主席曾对青年说，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
话，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
果说长辈们用辛勤的劳动建设了20世纪
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以科
学担起新世纪的重担。

时代呼唤青年志向要远大、奋斗要
坚强。今天，科学已经成为国际舞台竞
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强国富民，要
注重科技研发。年轻一代正处于青春年
华，朝气蓬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刻不
容缓。

如今中国将科技创新提高到了发展
战略的核心位置，强调科技创新是提
升社会生产力和加强整体国力发展的
战 略 支 撑 力 量 ， 以 科 技 促 进 经 济 发
展，经济发展又反哺科技进步，这是
一种良性循环。我国要在新世纪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要大力

推动科技创新。
同时，我们这代青年学生也在磨练

技能，在奋斗中锤炼品格，汲取知识，
希望我们能传承前辈刻苦钻研、不畏艰
难、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为祖国的科
技创新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们坚信
祖国的科技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我们不
再只是会仰望。

无论经济之花多么繁荣美丽，如果
没有科技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如何持续
发展，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又何以为继？
我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时代，这是一个科
技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
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在无数实践中被证
明，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国之未来仍依
赖科技创新。

学之科，术之技，国家强盛当以此
为先。

（作者为江西省武宁县尚美中学高一
学生，指导老师：鄢佳於）

国 家 强 盛 当 以 科 技 为 先
□□ 张亚杰

图1:上海玻璃博物馆主展厅
图2:热玻璃工作坊现场演示
图3:新人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举

办婚礼
（本文图 1、图 3 来自该馆官

网，图2为作者拍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于
3月1起正式施行，中小学教育多了一种

“硬性”手段。目前看，教育惩戒的边界
和具体策略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研究。但作为矫治和终止学生不当表
现，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更好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行为，需要坚
持几个基本问题。

教育惩戒离不开爱。苏霍姆林斯基
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赫尔巴

特更进一步强调：“孩子需要爱，特别是
当孩子不值得爱的时候。”所以，在我们
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时候，内心依然要充
满教育大爱，一定要保持惩戒对象是不
当行为而非学生整个人的理性认识，特
别要注意在情绪上不能过激，语言和行
为上不要过度。这样利于使学生接受惩
戒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依然在被爱，利
于避免或减少因惩戒引发其他不良后果。

教育惩戒需要理解。学生是受教
育者，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是发展中的人。面对学生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偏差，我们要多一分理解和包
容，一定不要因学生一时之错而简单

粗暴地“扣帽子”“堵路子”。时代在
变，孩子也在变，他们身上充满着时
代烙印，更携带着不同的家庭基因。
理解孩子的真实处境，走进孩子的内
心，才有可能找到行为发生的根源和
解决之策。比如可以多关注一些脑科
学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和分
析 孩 子 行 为 的 可 能 成 因 。 具 体 实 践
中，可以通过友善用脑学情调查，了
解孩子的学习特点和影响因素，对症
施策，帮助孩子更好成长成才。

教育惩戒需要尊重。以“教”为中心
的传统教育学观念中，学生经常处在于被
动地位，很多时候难以得到真正的尊重。

在教育学基点转向学习科学基点的国际教
育发展大趋势下，我们要不断更新教育理
念，学习并运用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方
法。我们应当以学习科学为指引，坚持

“学生中心”，首先要相信“所有学生都是
天生的学习者”，同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坚持“如果学生无法适应我的教学方
法，就让我教会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学习”
的理念。教育惩戒也是我们与学生沟通的
一种机会，这一过程中我们要立足解决实
际问题，惩戒的同时也要给予学生充分的
鼓励，帮助他们尽快走出误区。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

教 育 惩 戒 离 不 开 爱 与 尊 重
□□ 李 荐

学习科学

3 月 15 日，大家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北京
的天儿变“黄”了！受蒙古国气旋风暴的影
响，从 3 月 14 日晚上开始，北方遭遇近 10 年
最强沙尘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除了土黄色
的天空，今天的太阳似乎也和平时不太一
样，是蓝白色的。”北京天文馆二级研究员、

《天文爱好者》杂志主编朱进介绍。
沙尘天气特有的火星同款“蓝太阳”，你

看到了吗？
为 什 么 会 出 现 “ 蓝 太 阳 ”？ 朱 进 解 释 ，

我们看到的太阳，它的颜色主要是由大气成
分决定的，当太阳光穿过悬浮的气体分子，
或者尘埃颗粒就会发生散射现象，由气体分
子导致的散射被称为瑞利散射。瑞利散射是
一种光学现象，属于散射的一种情况，又称

“分子散射”。波长愈短，瑞利散射散射愈严
重。当一束蓝光和一束红光同时穿过气体，
蓝光会更多地被分散到四面八方，与之相

比，红光被散射的较小，更多能穿过气体被
我们直接观测到，晴朗的日子里落时太阳总
是红彤彤的，就是因为气体分子将短波光更
多的散射进入到大气导致的。

“而像 15 日这种沙尘天，就会被称为米氏
散射的另一种散射现象。”朱进说，米氏散射
由尘埃颗粒导致，与瑞利散射相反，波长越
长的光，米氏散射现象越严重。同样的蓝光
和红光穿过尘埃颗粒密布的大气，红光会更
多地被分散，相比红光，蓝光只能在穿过尘
埃颗粒后保持在更高强度，这也是为什么这
天的太阳看起来的是蓝白色的原因。

“蓝太阳的现象对于我们地球人来说是
难得一见的，而在火星上确是天天都可以
看到。”朱进说，因为火星的大气成分当中
气 体 非 常 稀 薄 ， 但 确 存 在 着 大 量 风 化 沙
粒，飘浮在火星大气中，因此，在火星上
看日落，就会看到由于米氏散射而产生的
蓝色日落现象。

沙尘暴中的火星同款“蓝太阳”，你看到了吗
□□ 王雨佳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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