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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人体博物馆
（Corpus Museum），是世界上第一个也
是唯一的“人体”主题博物馆，它将视
觉效果、电子互动和亲身体验结合为一
体，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人体的
生命结构和神经系统。这座博物馆于
2008年3月15日面向公众开放，并由荷
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亲自揭幕。

观众对人体博物馆的参观，实际上
在馆外就开始了。当他们开车驶过该馆
门前的A44高速公路时，就会被一个橙
色的巨人所吸引。他端坐于博物馆 11
层玻璃建筑旁边，巨大的橙色身体被建
筑的玻璃墙从中间切开，看起来像是一
个剪影，事实上却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一半在博物馆内，一半在博物馆外。

走进这个高达 35 米的巨人身体，
就可看到完整的人体解剖结构。观众可
坐自动扶梯从巨人的腿部上升到膝盖，
然后正式开始参观之旅。首先进入的是

生殖区域，戴上3D眼镜，观众就可见
证精子与卵子结合的神奇过程；然后上
升到肠道，在那里可亲眼目睹奶酪三明
治的消化过程；经过心脏的心室后，最
后到达头部。在这里，成年人可以观察
到大脑中搏动的神经元，当扬声器系统
中发出打嗝声时，孩子们可以跳到巨大
的舌头上，在打嗝声的陪伴下蹦蹦跳

跳，还能闻到大鼻子里飘出的各种设计
好的气味。在这个模拟的人体内，观众
能通过视觉、听觉、味觉感知它是如何
工作的，以及什么是健康食品和健康生
活。此外，观众还会看到发生于人体的
所有奇迹，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比如

“你为什么要睡觉？”“当你打喷嚏时会
发生什么？”“我的头发是怎么长出来

的？”“牙齿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精子
是如何与卵子结合的？”“当我们饿了看
到快餐时为何会唾液不断？”“血管里的
血液是如何流动的？”等等。

人体博物馆采用了最新的展览技
术，包括音响和3D视觉展示，其所有
展品都由颜色更真实的玻璃钢制成。观
众在参观过程中会穿过8个展厅，全程
约55分钟。人体博物馆提供8种国际语
言的语音讲解：荷兰语、英语、德语、
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汉语和俄
语。与其他馆一样，该馆还会提供阅读
资料，让观众更加详细地了解人体的内
部功能。该馆的创始人希望公众通过参
观体验认识到自己错误的生活习惯，从
而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荷兰人体博物馆开馆至今已 13
年，参观人数不断增加，好评如潮，也
为荷兰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小贡献。
同时也引起博物馆业内和科学传播界的
注意，激发了大家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
思考与讨论，比如在财富不断增加的时
候，人类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在衣食
住行都已解决时，人类对健康的理解会
发生什么变化？从这个角度讲，荷兰人
体博物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荷兰人体博物馆：世界第一个“人体”主题博物馆
□□ 李大光

辩证思维是按照辩证的方法去认识事
物运动规律的思维活动。它常常在科技创新
活动中使思路“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获
得“柳暗花明”的效果，是科技创新活动中
应用最多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主要包括发
散思维、逆向思维、跳跃思维、外延思维、
联想思维和想象思维等。

创意让垃圾变废为宝

美国历经百年风化的“自由女神”像
翻新后，现场有200吨废料难以处理。负责
处理这些废料的斯塔克对废料进行巧妙地分
类处理：把废铜皮铸成纪念币，把废铅、废
铝做成纪念尺，把水泥碎块装在玲珑透明的
小盒子里，作为有意义的纪念品供人选购。
由于这一切都与名扬天下的“自由女神”相
联系，所以，那些一文不值、难以处理的垃
圾开发成纪念品后，身价百倍，十分俏销。
斯塔克也由此大获其利。

用发散思维发现紫外线

赫谢耳发现红外线后，引起了人们进
一步的思考：为什么紫光以外区域温度计的
示值不升高呢？是不是这里没有不可见光
呢？如果有，又是什么呢？能用什么方法探
测呢？

德国物理学家里特尔想，用物理方法
不能探测紫光外区域，是不是可以用化学方
法呢？1810年，他将一张浸有氯化银溶液
的纸片，放在七色彩带紫光区域以外的区
域，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纸片上的物质
明显地变黑了。经过研究后他指出，这是由
于纸片受到一种看不见的射线照射的结果。
这就是现在人所共知的“紫外线”。

用逆向思维喜获免疫原理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发现鸡一旦感染霍乱
病，就在劫难逃。于是巴斯德从相反的方向
进行思考：如果用鸡汤做培养液培养鸡霍乱
病菌，然后再把它接种在鸡身上会怎样呢？
他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实验，结果发现，注射
了病菌培养液的鸡，不但没有感染霍乱病，
反而很健康。后来，他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发
现：细菌经过培养液培养一段时间后，致病
性会减弱；但它注射进鸡体后却会产生抗御
病菌的能力，这就是后来的免疫原理。

下面再讲一个“逆向思维”的故事。
一天，加拿大一家公司的职员格德不小心将
一瓶液体泼在正待复印的文件上。他想，这
下完了。但当他拿起文件看时，意外地发
现，被液体泼过的部分依然清晰可见；但复
印后，被液体泼过的部分却漆黑一团。他脑子里突然冒出
一个想法：如果将这种液体的不利作用变成有利作用，不
是可以研制出一种防止盗印的液体来吗？经过一段时间的
研究，他终于发明了深红色的防影印纸——用这种纸书
写的文件不能复印。

用跳跃思维催生治近视疗法

苏联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摔了一跤，眼镜的碎玻璃刺伤了
他的眼角膜。外科医生弗奥多洛夫博士给他做了手术。痊愈
后，小孩的视力意外的比原来提高了很多。后来医学家们分
析，是因为手术改变了小孩眼角膜的弯曲度。

这件事让弗奥多洛夫博士的思维发生了跃升——是
否可以通过改变眼角膜的弯曲度来治疗近视眼呢？后来，
他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发明了用改变眼角膜弯曲度治疗
近视眼的新技术。

用联想思维发明防弹玻璃

法国科学家别涅迪克在打扫实验室时，不小心把一
只长颈玻璃烧杯碰在地上，可是瓶子没有摔碎，只不过瓶
壁上布满了裂纹。他感到很奇怪，便把它拣了起来。几年
后的一天，报纸登载一则车祸消息，汽车撞在电线杆上，
车窗玻璃碎片击伤了司机和乘客，同时呼吁科学家发明一
种不起碎片的玻璃。别涅迪克想起了那个烧瓶。经过化
验，那是一只装硝化纤维溶液的烧瓶，瓶壁上结了一层胶
膜，因而没有摔碎。他由此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终于
发明了不起碎片、可用在汽车上的玻璃。后来，他又发明
了防弹玻璃。

这是一个用“联想思维”进行科技创新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还很多。

一位医生看到高层建筑的定向爆破现场之后，联想到是
否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摧毁人体内的结石？他们经过精密的计
算，把炸药减少到恰好能炸碎病人体内的结石，而不影响其
他器官的分量。从而创造了“微爆炸技术”。

一天，法国青年医师拉埃内克在街上走，看到一个
孩子在一根很长的木棍一端敲打，另一孩子在另一端贴上
耳朵听。这边一敲，那边就高喊：“听到了，听到了！”
受此启发，拉埃内克发明了听诊器。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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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了，我驾驶“先行者”号在星河
中已前行了第2345天。

我每日在核能灯下醒来，又于核能
灯下睡去。300吨的航用燃料足够“先行
者”前行60年。3.22光年重启的旅程使
得中微子信号越发微弱，只可勉强供日
历打出“2857年7月27日”几个字。

自踏上这场寻访外星文明的旅程，
便要承受无尽的考验。7年前，自这场探
索半人马座 A 星系的计划开始，我就知
道，答案一定早已注定了。在这艘长约
23米的行星际飞船上，我是否将是第一
个看见比邻星的地球人？

早晨 约7时30分

每日除了例行将粒子对撞机和生命
维持系统检查以外，我唯一的娱乐便是
在船舱里闲行。但这娱乐往往被时而飞
来的危险打破。一颗 30 公斤重的飞石，
就能让舱中的人耳鸣眼花，不知所措。7
年的星旅中，“先行者”号至少受了3次
以上的袭击。仅为舱板受损而大可不必
在意，唯独那台精工细作的中微子观察
器——以亿计的中微子在3分钟内被扩数

到周围10万亿平方千米的星域。期待着
从小行星带来卫星上才会传来智慧生命
所发送的讯波，但那些文明似乎不愿理
会这些闭门造车的学究的杰作，7年来，
黯然如斯。

一场极具冒险和危难的旅行，注定
了人类这个已在宇宙中存在140万年的智
慧物种，决心打破近地空间的法则，向
火星、木星，甚至去往外星系，追寻人
类千万年来仰望的星空。

在地球上如此，在这 350 平方米的
“先行者”号上也如此。

中午 约12时

我已记不得是第多少次欣赏星空
了，舱外的飞石在浮空中徜徉，星云还
在数光年之外闪耀着无法直视的光芒。
每日只能在这300平方米中度日，没有报
纸、书籍，也没有娱乐房和星航馆。只
能在星航图上录得一隅曲折难辨的路
线，23000亿公里，正向那半人马座A星
系的比邻星延伸着。

我不由沉思着：7年前，我还只是一
个航空中转站的调度员。每日看着来自

周边的43个边星站和太空站的航天员行
来步去，自身却常常为物价的上涨而烦
恼。无事驾着飞行器在近地空间畅游，
闲来用天文镜观察月球上的太空驿站。
在那时，粒子传输刚开始在地球上普
及。而月球和火星上的航天员，却早已
准备了星系旅行。

在休眠舱里度过的700个日夜里，我
整日以黑暗为障。而在那1000多个工作
日里，我常常以一个行吟诗人的心态，
向西边的方向极目远眺……但却依旧看
不见那个美丽的星球。恍惚间，舱管A1
打开了餐房的离合门。

夜晚 约23时30分

自21世纪的航天大开发开始，许多
航天开发者因为对异星引力和环境的不
适，会产生耳鸣、头晕、胸闷等不适症
状。而令国际航天局感到不安的是，这
恰好是他星利用航天开发者们的思乡情
怀，所给的一击。

今天的中微子通讯仪发生了严重的
异常，10 盏指示灯亮起了 7 盏。这恰好
有可能是外星文明进行的一场中微子运

动！紧接着，信号室的核能灯纷纷亮
起，“先行者”号的 A1 控制中枢启动

《国际航空的第三条例》，所有飞船的控
制分枢纷纷开始运行。

激动、喜悦、担心、焦虑……许多
情绪一齐涌入我的内心。一时五味杂
陈，我不知道这位“非常来客”究竟有
何等意图。是善意的访问，还是恶意的
挑衅？一向自诩坚强的我，在此刻已是
不能自已。

我拿起离心引力探测器，向舱板
上探去。中微子检测器已经被纷杂的
中微子波干扰得即将宕机。舱管 A1 正
将中微子通讯器的功率调至到最大，
将诸项数据发送至离本地最近的“盘
古”号边星站和“赛思”号边星站。
他们收到信号也要足足 3 个月的时间
……

离引器上的波纹纷乱起来，一股智
慧生命所发出的强大的离心引力正在接
近飞船……

光明还是黑暗，哪个将会呈现于我
的眼前？

我平复了一下复杂的情绪，还是按
捺不住激动地准备着……

（作者系湖北省团风县实验中学学
生）

非 常 来 客
——星旅一日

□□ 余满意

什么是SCP基金会？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超自然事
物调查管理组织。世界上存在各种超自然现象、神秘
生物等异常事件，它们怪诞又新奇，会对人群产生影
响，并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SCP基金会的目标就
是负责监管和收容这些拥有“异常特质”的事物，以
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

详细内容关注2021年4月的《科学Fans》，将带领
大家从神秘现象入手，找到背后的科学谜底。

科幻世界

图片来自该馆官网图片来自该馆官网

回顾三毛的成长历程，她曾经绝望又
孤独，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休学在家长
达7年，最终走出阴霾、成为名满天下的
作家，摧毁她和拯救她的都是老师。

三毛从小与众不同，喜欢捡破烂，喜
欢去坟地玩耍。从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来
看，三毛属于内心、高敏感者，这类人的
特点是谨慎专注、善于自我探索、善于写
作、富有同理心，同时容易自我否定、容
易受到刺激，受到伤害之后逃避生活、孤
僻固执。如果是稍微懂得心理学、教育学
的老师和家长，能给这种孩子以更多的呵
护，不会强行干扰其正常的成长。

不幸的是，在三毛成长的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台湾教育界大多数的老师是严
厉而刻板、学习气氛也是压抑而沉重的，
甚至体罚盛行。三毛小时候常常因为考试
成绩不好，被老师狠狠地打手心。她的奇
思异想也得不到理解，她曾经写过一篇作
文叫《我的理想》，表示自己长大了要做
一个捡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
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
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
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思想开明、包容
的成人应该能看出行文中的天真和不凡，
但是三毛的老师却不能容忍这样“不正确
的理想”，故意让她在全班面前朗读，引
来哄堂大笑，还冷言冷语嘲笑她说：“要
捡破烂，现在就可以滚，根本不需要在学
堂里读书。”在这种高压下，三毛修改了
自己的作文，改成了理想是做一名医生。
老师为自己的胜利洋洋得意，三毛却受到
了巨大的羞辱。

昏天黑地做题刷题、小学升学考试之
后，中学的境遇并没有改善。初二发生了
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导致三毛出现了社会
性的退缩。三毛为了数学考试过关，一道
一道题死背下来。经过一番死记硬背，一
向考试不及格的三毛在数学小测验中接连
获得满分。数学老师不相信三毛是凭自己
的努力，也不经过调查，就主观判定三毛
作弊，并且故意用高年级的数学卷子让三

毛单独测试，三毛当然是完全不会做。数
学老师自认为要给三毛一个深刻的教训，
就用毛笔饱蘸墨汁，在三毛的两只眼睛周
围涂了两个大零蛋，还说：“你喜欢吃鸭
蛋，就给你两个大鸭蛋。”要求三毛在全
班面前展示，顶着两个大鸭蛋围着学校走
廊走一圈，这件事情对三毛造成了巨大的
刺激，她在后来的回忆里写道：“我僵尸
般地走了出去，走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
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那一刹那
间，成了名人。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
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
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三毛这种麻木
正是受到巨大情绪冲击的表现。长久以来
的高压学习、所有的不信任、羞辱性的教
育早就让三毛不堪重负，这次示众成为击
垮她的最后一棍。

三毛从此不能上学，并出现了精神分
裂的症状，她在《雨季不再来》中写过那
种迷狂：“不由自主地在田野里狂奔，四
周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空无所有，我
空无所有了，我张开手臂下向天空乱抓，
我向前奔着，四周一片黑暗，我要找寻，
我找寻一样也不会失落的东西。”这段话
非常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深受伤害的孩子的
那种恐慌和自虐。那天晚上是一个农人在
田野的小沟里发现了她，把她送回了家，
后来父母送三毛去医院治疗。

帮助三毛最终恢复社会功能的首先是
她的父亲，没有强迫她再去上学，而是尽
可能多地给她买书，让她在阅读中得到慰
藉。另外一个转折性的人是画家顾福生。
瘦小腼腆而又自闭的三毛跟随顾福生画
画。顾老师很敏锐地发现三毛的天分并不
在绘画上，而是在写作上。他将朋友白先
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月刊介绍给三毛，
鼓励她写作并推荐给白先勇。处女作的发
表是三毛一生文学梦的开端，并重塑了她
的自尊和自信。经过长达七年的自闭，三
毛 20 岁时终于重新走向社会，在文学的
世界里修复成长的创伤，找到了生活的乐
趣和对世界的意义。

三毛17岁到22岁之间的那些文稿后
来结集成了《雨季不再来》，诉说了成长
中的困惑、思想上的迷茫，真实地记录了
一个在心理极度不健康、自闭的世界里的
孩子的挣扎。她写道：“一个聪明敏感的
孩子，在对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
往往因为过分执着，拼命探求，而得不到
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
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
超脱。”三毛在经历漫长的精神挫折之
后，因为有始终耐心等待她成长的父母，
并遇到宽容的老师、欣赏她的编辑，能够
一展才华。遗憾的是，三毛最终没能战胜
精神困境，在青少年时期多次尝试自杀获
救之后，于48岁自杀身亡。只留下她的文
字让后人唏嘘：“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
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守我
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
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作者为教育硕士、金牌阅读推广人）

三毛：从自闭少女到天才作家
□□ 李峥嵘

1943年3月26日，中国台湾当代女作家、旅行家三毛（本
名陈平）出生于重庆市，她一生浪迹天涯，其著作《撒哈拉的
故事》《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等于20世纪
七八十年代风靡海峡两岸。作家白先勇评价说：“三毛创造了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

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
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
验造就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 。”而作家贾平凹称“携了书和
笔漫游世界的三毛，年轻、坚强而又孤独，她对于大陆年轻人
的魅力，任何局外人做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

回首三毛的成长，从敏感孩童到自闭少女，从退学生到大作家，她的低落和奋起
无不与自尊自信的得失相关。不只是敏感的孩子，普通人也一样。心理学家马斯洛说
过：“期待社会对自己尊重是一个人天性的需要。”心理学家发现，父母、老师或者孩
子生活中重要人物的无条件地支持和积极关注，对孩子自我意识和自尊的发展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父母和老师的有效鼓励，有助于建立自尊心体
系。而研究表明，孩子的自尊心水平越高，学习成绩越好。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
自尊水平低于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当然，成熟的人的自尊是不必依赖于他人的评价，
还有个体的自主性。但是在自尊建立的早期，要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信任和激励，
感受到自我价值。可惜生活中很多成年人不尊重孩子，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人
来对待，肆无忌惮地侮辱和摧毁孩子的尊严。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自尊是人
类心灵最敏感的角落，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就是保护儿童的潜在力量。”

对孩子总是不满意的家长和老师，请调整自己的教育观念，多学习、少评判，多
宽容、少苛责，多激励、少控制。而那些在成长中屡受挫折的孩子，也请相信生命的
坚韧和自我修复力，“这时候我注视着眼前的雨水，心里想着，下吧、下吧，随便你下
到哪一天。大地要再度绚丽光彩起来，经过了无尽的雨水之后。”三毛没有等到，但
是，希望今天的孩子可以在更宽容、更友爱的环境中成长，等到日出唤醒清晨，看到
大地光彩重生。

给予问题孩子更多宽容与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