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月前，国内朋友转来一则信息，中
心意思是芬兰中小学即将废除课程教育，转
而采取实际场景主题教学……似曾相识的内
容，这两年时不时会在网上出现，去年甚至
高教出版社的朋友也转过。

究竟真假？手边查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微信@在赫尔辛基的朋友，她是5年前我去芬
兰采访时的向导，在芬兰生活20多年，儿子
在读大一。

“这消息不是真的！”一通热聊后，言归
正传，她说芬兰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不可能
取消分科教学。不过近年倒是在中小学引入
了跨学科的学习模块，作为一种新的改革和
补充，即“现象教学”——围绕一个项目主
题，而不是某个知识点，展开跨学科综合学
习。

比如“欧洲地理”为主题，孩子们要设
计一个虚拟货币，还要设计一个包括交通、
食宿以及考察所到国家地理风貌、人文社会
景观的欧洲旅行方案。要完成这个主题，孩
子起码得会查询相关资料、分析处理各种信
息，行程安排要合理有趣，保证费用不能超
过老师定的虚拟货币总额，就会涉及地理、
历史、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在与他人互
动、合作中，体会融洽的社会情感交流，比
如当他人反对你时你的情绪如何调整，当你
自己跑偏后如何自我调整学习等等。

这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学习过程，多
是小组协作完成，且不一定非在课堂上，指
导老师也可能有好几位。孩子们每年至少要
参加一次这种学习，不过学习内容各地不同
……

如果非要有个划分的话，分科教学大概
占90%左右，“现象教学”占10%左右。分科
和跨学科结合，这才是真实的芬兰教育。即
使“现象教学”近年来在欧美中小学中越来
越普遍。

朋友虽不在教育行业工作，但伴随孩子
出生长大，对于芬兰的基础教育挺有感悟：
分科教学本身没有问题，它是综合思考和分
析能力、跨学科学习的基础，这个基础打不
牢，再多的综合也会流于表面。“现象教学”
是探究式学习，重点在于打破学科界限，孩
子的学习，从学术知识扩充到了对社会以及
环境的认知，懂得融会贯通。这个过程中，
孩子感到某一学科知识欠缺时，可有针对性
地强化学习……

她认为这类假消息在国内被反复传播，
大概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心中某些对教育现状
的困惑和焦虑，以及对教育改革的渴望和期
待。

几年前，我专栏第一篇稿子写的就是芬
兰教育相关的话题。教育注重实践与动手能
力，学校和家长尊重孩子天性和品质养成，
芬兰教育的不刻板与活跃氛围令我记忆犹新。

“芬兰教育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和神
奇，它只是努力做了些很基本的东西，要不
怎么仍在不断探索和改革。”朋友说：“比如
今年，全芬兰的学校在推行免费兴趣班……”

从朋友推送的链接，看到了芬兰教育的

新鲜资讯：2021年春季学期，政府投入1000
万欧元在 117 个市镇试点芬兰模式兴趣班，
学生放学后可在校内或学校附近免费参与。
现在第一阶段试点结束，在 2021-2022 学
年，全国将有235个市镇参与这个项目。

芬兰一直在努力推进平等，但由于各种
客观因素，不是所有学生都拥有相同的机
会。他们认为，芬兰模式的免费兴趣班能防
止社会排斥、促进平等，让孩子们获得同样
的机会，进一步提升幸福感。

去年，芬兰在全国 2200 多所小学和初
中，近20万名学生中进行了在线不记名问卷
调查。其间还多次举办芬兰模式相关的兴趣
周，让学生们有机会尝试艺术、文化、科
学、体育等领域的活动，发现自己的兴趣。
结果显示，55%的受访学生想开展一项休闲
活动或兴趣；1/5的受访学生认为自己缺乏有
意义的休闲活动或兴趣……

无论性别年龄，孩子们都很喜欢运动项
目。女孩的愿望清单包括骑马、烹饪、视觉
艺术、舞蹈、攀岩和敏捷性训练，男孩的挚
爱是跑酷、游戏设计/编程、山地自行车、狩
猎和单板滑雪/滑雪等，年龄稍大的兴趣扩大
到健身房、保龄球、射击运动/射箭、修理轻
便摩托车和游泳。

女孩还对电影俱乐部、手工艺品、时装
设计和摄影表示了兴趣；而男孩们列出了历
史俱乐部、建筑、媒体、视频和光艺术。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兴
趣。有意义的兴趣班能让孩子体验快乐和成
就感，认识新朋友。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将
会持续到成年。”负责此项目的前芬兰科学和
文化部长安妮卡·萨里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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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实验科学中心：科技与艺术珠联璧合
□□ 贾 硕

德国最大的科学中心——实验科学中
心，坐落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海尔布隆市
的奈卡河畔。它于2019年建成开馆，前身
是该市一座历史悠久的旧仓库。建设方对
其进行了大幅更新改造，最终与公众见面
的是这座现代感十足的、玻璃与钢结构的
五层建筑。这五个错落堆叠的方盒，也是
该馆的五个展厅，其楼顶还设有一座天文
台。

“实验”馆展厅展览面积为25000平方
米，其最受观众喜爱的地方是它的多功能
球幕影院——科学球幕影院。它采用直径
为 21.5 米的球幕，倾角为 20°。这座影院
仅设有150个座位，空间宽敞舒适，可播
放3D球幕影片，帧率可达60FPS。

科学球幕影院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坐席
平台可旋转180°，能使影院在舞台模式和
球幕影院模式间灵活切换，其切换时间仅
需70秒。可基于此设计出充满创意的活动
形式和内容，将表演、科学实验与观影等
形式完美结合。

处于舞台模式时，观众席背向球形银
幕。球形银幕抬起一端的下部和外部空间
构成了舞台空间，其中布置了一个可收放

的屏幕、左右两个耳屏、一个水幕及其配
套可收放排水系统、三个用于放电表演的
特斯拉线圈，还有法拉第笼、烟雾、激
光、舞台灯光等表演和实验设备。这个空
间可开展演讲、研讨会、戏剧、音乐会、
实验、激光秀等多种活动，也可以观看2D
或 3D 电影。表演中产生的烟雾、蒸汽、
颗粒物由专门排放设备处理，既不会接触
或伤害到观众，也不会污染银幕等设备。
贴心的建设者在表演区域安装有传感器，
一旦观众误入会自动停止全部表演设备运
行，保护观众免受激光、闪电等伤害。屏
幕或水幕前后各有一个表演区域，演出者
可以在前后两个舞台间穿梭，也可以身着
屏蔽服与闪电一起舞蹈。投影画面、烟
雾、激光与多种舞台道具和特效会让人感
到亦真亦幻，科技与艺术珠联璧合。

处于观影模式时，观众面向球幕。由
于观看姿态从俯视舞台转变为仰视“天
空”，观众可以操作自己座椅上的按钮调
整电动座椅仰角，舒舒服服地融入一场沉
浸式节目。此时观众前方的舞台仍可用于
表演等活动，仍可以自动升降。德国是现
代天象仪的诞生地，这个多功能球幕影院
自然少不了光学天象仪，蔡司天象仪可在
影院中央的设备井内自动升降，使用者可
以根据活动与节目类型选用。

前不久，科学球幕影院上演的一部有
关海盗的精彩科普剧就同时用到上述两种
演出模式和多种演出设备。实践中，舞台

模式可以作为观影的映前秀，当然也可以
采用任何一种模式独立开展活动。戏剧、
电影与科学实验等融合，已在科学教育领
域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从“实验”馆科
学球幕影院的案例可见一斑。

特效影院一直都是尖端影音技术与

最新演技科技的“试炼场”，创新是特
效影院最重要的基因。我们期待更多的
新理念、新想法与新技术应用到特效影
院中。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影院管理部工
程师）

聊 聊 芬 兰 教 改 那 些 事 儿
□□ 刘晓军

很多人认为，现在科学
技术这么发达，我们想到的
都已经实现了，我们没有想
到的也实现了，到哪里去找
创新点？实际情况是这样
吗？

高科技时代，科技创
新的难度确实增大了，但
是，高科技产品除了核心
技术之外，大部分零部件
还是由一般工厂生产的。
这些零部件的设计及其生
产工艺、设备等就有很大
的创新空间。

一次闯祸“闯”出了
造火箭头的“耐热玻璃”

美国柯宁格玻璃公司
的工程师斯特基，有一次
在烧玻璃时闯了祸——炉
温升得过高。当把这炉玻
璃倒进废物箱时，斯特基
意外地发现，废玻璃都没
有被摔碎。这引起了他高
度重视。后来经过研究，
发 现 这 些 玻 璃 已 经 结 晶
化，强硬如铁，并能随温
度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玻璃后来成为制造
宇宙火箭箭头最理想的材料
——“耐热玻璃”。

捅破高新技术这层
“窗户纸”

大家可能都从电视上看
过运载人造卫星的火箭发射
升空的情景，但都没有听到
发射时的巨大声响。其实，
发射的声音十分惊人，且具
有极大的破坏力。如何确保
火箭箭体及箭载卫星在如此
高的噪声环境中正常工作？
首先要在日常试验中模拟这
样强大的声波震荡。在哪里
去找这强大而精密的装置
呢？

2004年10月6日，一生
致力于声学研究的 91 岁高
龄的中科院院士马大猷自费
跑到南京去参观南京常荣噪
声控制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因为该公司研制的高声强气
动发声器系统，正是产生高
声源声场，并跟踪测试“神
五”上各种精密仪器的强
度、性能的装置。

常荣噪声控制公司建于
2001年，是一家毫不起眼的
专门从事声学控制研究、噪
声工程治理的年轻民营企
业，也是国内第一家研制能
产生近3万声瓦声波的高声
强气动发声器的企业。

其实，高声强气动发声
器的原理连中学生都懂：利
用气动原理，产生高能声
波。而制造发声器的元器
件，几乎都可以从市场上买
到。关键是如何把原理和器
材结合。常荣老总张荣初的
一句话耐人寻味：“捅破高
新技术这层窗户纸，其实并
不难，关键是要有创新的勇
气。”

从一个个零部件开始，和自己
“死磕”

2005年，张雪松所在的中车唐山公司担
负起打造中国高铁品牌的使命，开始生产高
速动车组。而制造高速动车组的第一重考
验，就是提高铝合金车体焊接精度。

当时，公司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张雪
松和工友们更是连见都没见过这种新的产品
和工艺。于是张雪松和工友们开始从一个个
零部件开始，自己和自己“死磕”。他们反
复摸索铝合金车体侧墙、端墙和车顶组装调
修的组焊工艺，进行分步试验调整，从一个
小小的截面开始，2米、5米、10米，再到
整车的组焊拼接。

经过成百上千次试验后，张雪松和团队
通过“变形量”“焊后调修”和“调修加热
温度控制”等8种数据，总结出“调整装配
法”和“夹具压紧点多点支撑”的系列铝合
金型材组合焊接新工艺，保证了动车组车体
各项尺寸的精度，很好地解决了焊接变形问
题。他们还制作出焊接夹具、装配定位板、
反变形工装卡具等66 套工装卡具，形成工
艺文件和操作指导书72 项，为动车组整车
生产制定出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参数。中
车唐山公司首辆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也顺
利试制成功。

2018年，张雪松和团队又开始对车体生
产的“智能制造”进行攻关。张雪松坦言，
一开始他发现机器人打磨效率太低。为此，
张雪松和团队成员对机器人的每一项程序进
行技术创新攻关，并多次前往外地进行研讨
学习。如今他们已将机器人运用到车体制造
的几乎所有方面，使高速动车组生产全面实
现“智能制造”。

这些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在高科技时
代，即使像人造卫星、火箭、高铁这种高科
技工程，除了核心技术以外，大多数零部件
都是普通工厂生产、改进、创新的。由此可
见，在高科技时代，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是很
大的，关键在于你能否创造性地将科学理论
与创新需要结合起来。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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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未必一定都好，但换个角度，发现并学习别人的长处，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图1. 德国海尔布隆实验科学中心建筑外观。图2. 科学球幕影院舞台模式。
图3. 舞台模式下播放水幕电影。图4. 观影模式下的表演。 （图片来源于该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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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滩水电站 这座水电站
的装机容量为1600万千瓦，是仅
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
电 站 ， 是 新 时 代 的 “ 大 国 重
器”。它拥有多项世界第一：世
界首台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
组、世界最大的地下厂房、世界

“最聪明”的智能大坝……让我
们一起去看看这座超级工程是怎
样建造出来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2021
年第7期《科学世界》。

这个假期孩子们没有补课班了，家长们
有没有补上交流这一课呢？在我做亲子阅读
推广和亲子讲座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父母问
我，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跟父母讲话。

不交流常见的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明确
拒绝，父母问什么都会直接表示抵触，“别
问”“不想说”；另外一种是消极抵抗，孩子
三缄其口沉默不语；还有一种表面配合，其
实抵触，嘴上答应：好好好，行行行，其实
就是表达“别说了赶紧闭嘴吧”！

“三座大山”阻挡交流的通道

首先思考一下，如何理解交流？父母想
要的交流是有效的交流吗？

交流是相互的有来有往，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很多父母想要的交流是让孩子事无巨细
向自己汇报情况，但是父母很少会愿意跟孩
子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因此真正的亲子
交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交换信息，
第二是理解对方，第三是影响和引导对方。
所以有效的交流应该是愉快的、有建设性
的、下次还愿意继续的。

再来看一看是什么影响了亲子之间的交
流？

当父母发现孩子拒绝交流或者很反感交
流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累积了很长时间的问
题，并不是一天发生的，那么我们不妨反思
一下，在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中有哪些影响
了我们的交流？有三种常见的行为，就像三
座大山一样阻挡住了我们交流的通道。

一是否认孩子的感受。比如孩子很不
高兴，有些妈妈会说你一个小孩有什么不
高兴的，就那么点事儿值得你拉长脸给我
脸色看吗？当孩子表达情绪的时候，无论
是愤怒、悲伤、高兴还是难过，是没有好
或不好之分，都是人的情感、情绪的反

应。如果家长否定了他的这种感受，那么
孩子就会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也无法准确
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二是打压孩子的表达，比如说孩子积极
参与家务劳动的时候，家长就说：“去去
去，你写作业去吧，你瞧你干的还不够添乱
的”，那么他就越来越不想干家务，家长又
会说，“瞧你这个懒劲儿，整天能坐着就不
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你说你学习学习
不行，干活干活不行，你将来能干吗？”当
孩子或高兴或愤怒地向你分享他的某个事
情，家长说：“你傻不傻呀，你管那么多干
嘛？”都是在否定和打压他的表达。

三是贸然给出建议。比如孩子回来说我
在学校遇到一个什么困难，家长就会讲，你
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很简单嘛，一二三，
你该怎么办，你听我的准没错。这些方式显
得我们高高在上，孩子会更加没有自信心
——他每次表达都是提供了一个靶子，让你

“啪啪啪”地向他射击。久而久之，他就越
来越不想表达了。

如何交流让孩子感到舒服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下如何转变思维，
改善亲子关系。

在孩子开口之前，父母要先学会倾听。
要专注地听，不要一边看手机一边有一搭没
一搭地回答。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交流，或者
是一起散步，或者一起劳动，创造一个属于
你们的时间和空间。二不要打断孩子，不要
着急给建议，不要否定他的感受，要记住他
所讲的细节。记住他跟你讲过的同学的名字
和特点，记住他喜欢的老师。下次交流的时
候，你适当地提出来，他就会知道他讲的话
你放到心里去了。

保持畅快交流的前提，还需要区分三

组概念。
第一是区分日常和关键。日常的交流是

“吃什么睡得好不好呀”这样的话语，关键
时刻就是他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
是告诉你。很多家庭的交流是停留在日常的
表面上，但是关键时刻孩子却不敢跟父母
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得不到父母的支
持，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要给孩子信念
——无论你遇到任何困难，父母都是你最后
的坚强的支持者。孩子做错了事，第一反应
不是批评他，而是和他一起想办法弥补过
失，这样孩子就不怕在关键时候寻求父母的
帮助。

第二是区分亲密与界限。孩子跟我们有
血亲关系，但是同时他也是独立的人，我们
要尊重他的个人隐私，包括生活的空间和心
灵的空间，不要贸然去侵入他。当你问他问
题，他不想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停止打
探。他相信你是尊重他的，自然会在放松的
时候和你再次沟通。

第三是区分控制与关心。生活中，很多
父母向孩子打听这打听那，理由是“我都是
关心你啊”“我是爱你啊”，但是孩子知道你
只是想控制他，你不是在真的关心他，你没
有跟他建立一个共情，没有理解他所遇到的
处境。“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是小孩最讨
厌听的话，因为这种话体现了父母最强的控
制欲，让孩子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与孩子交流做到尊重、接纳与包容

厘清这三个关系之后，要做到有效的交
流，还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是理解和共情。你要求他做的你自
己首先要做到，你能做到的事情，在他这个
年龄他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说很多父母批评
孩子脾气不好，但是父母可能比孩子咆哮的

还要厉害，只是到了青春期，父母吼也吼不
过打也打不过了，才抱怨孩子不听管教。比
如，孩子回来很不高兴，父母问你怎么啦，
孩子说不想讲，父母就生气了，说：“我好
心问你，你居然给我看脸色。”这个时候父
母就没有表现出成熟的样子，怎么能轻易被
一个小孩子影响情绪呢？父母要理解孩子现
在不高兴，但是和父母没有关系啊，所谓共
情是要跟他待在一起，接纳他的情绪，并用
一个成熟的姿态包容他、引导他。

第二个是陪伴与支持。所谓陪伴是要和
他走在一起，而支持是站在他的身后，而不
是抢到他的前面。例如一头牛，口渴了，你
带着它到河边去，但是你不能强行把它的头
按到水里。你理解它需要喝水，你给它提供
支持，但是它想喝多少什么时候喝，这只能
由它来决定。

第三个就是尊重和珍惜。尊重孩子，意
味着你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人，他会有自己
的思想，他可能不按照你的思维去做，不可
能跟你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应该允许他有不
同的声音，甚至他保持沉默的权利。珍惜，
就是当孩子跟你交流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放过
去。“我现在很忙，你就知道打扰我。”他想
跟你交流的时候，你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
那未来你想打听的时候，他就不想再说了。

总结起来讲，亲子关系中，父母要把孩
子当成独立的人，家长会听孩子才肯讲，好
的心愿需要学习好的表达。

孩 子 为 什 么 不 愿 意 和 父 母 交 流
□□ 李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