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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帮孩子填写考试志愿、规划职业
前景时，会受到性别因素的潜在影响吗？你
知道，“幼儿园阿姨”“警察叔叔”这些常见
的称呼中隐含着职业性别偏见吗？如何突破
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为孩子创造更友好的性
别就业环境？

刻板印象影响职业规划

职业性别偏见乃至歧视来源于对职业性
别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术
语，指的是人们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者
职业而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刻板印
象能简化认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了解

某一类人的大致情况，但同时也会忽略个体
差异、社会变迁，因先入为主导致认知
错误。

在越来越追求男女平等、性别平等、工
作平等的现代社会，固守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会影响人们的职业规划。比如最普遍的性别
职业偏见有：护士、幼师、保姆应该是女
性，长途汽车司机、建筑工人、程序员、警
察应该是男性。事实上，除了极端特殊的岗
位，法律规定学校录取和工作招聘不得对性
别做任何要求，竞争的是能力而不是性别。

四个原因造成职业性别偏见

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分工认为女性应
该更多照顾家庭，做一份稳定的工作；男性
志在四方，从事有挑战、有科技含量的职
业。社会偏见认为，男性从事传统女性岗位
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工作危险程度和体力要求。通常认为相
对危险、比较消耗体力的工种只有男性才能

胜任；女性只能从事文职、低体能消耗的
工作。

大众传播的影响。在影视、广告甚至课
本中，对性别的刻画非常刻板，比如女孩子
都是等着被宠爱的公主，男人都是拯救世界
的英雄……潜移默化中，男性更偏向于拯救
者、主导者的形象，而女性固守被拯救、辅
助者的位置。

教育的强化。父母和老师有意无意鼓励
或者强化孩子不同的性别角色，比如默认男
孩更擅长数学、女孩更擅长语言。过于强调
身体的差别带来的心理差别，鼓励男孩竞争
和冒险，引导女孩子更倾向于追求稳定。

如何突破职业性别偏见

社会进步。突破职业性别偏见、歧视，
有赖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比如男女平等受教
育、平等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实现同工同
酬、突破职业发展瓶颈；社会福利保障女性
的职业不受生育的影响，生育责任由男女共

同承担；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让女性拥有更多
自由支配的时间；媒体传播尽量消除刻板印
象，展现男女同样飒爽的职业风采。

法治保障。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比如
2021年深圳出台了我国内地首部广告性别平
等审视指南。今年高考录取之前，教育部也
发布了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要求要将公平
贯彻到底，除了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
分特殊院校和专业之外，高校不能规定男女
录取比例。妇联关于消除职业场所性骚扰的
指导手册，也是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步骤。
法治的健全，让女性的职业道路更加广阔。

教育护航。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在对
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注意两点：男女性别
有差异，但男女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职业的
规划应该超越性别角色，更看重个体的特
点。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分为男性或女性，
而是从个人的能力、潜力教育，找到最适合
孩子的职业发展道路。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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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木尚第一
次走出实验室。天气清
爽，阳光和煦，完全不
像末日。

木尚走累了，坐在
路旁的石头上喘气，瞥
了一眼头顶，无人机还
在不紧不慢地跟着。早
上，他从实验区走出来
的那一刻，它就在头
顶了。

自从人们意识到病
毒无法战胜，就开始寻
找能够存活的办法了。
实验结果令人沮丧，病
毒会侵染一切动物、植
物和人，只有把意识上
传到网络，才是唯一的
选择。

“我是地球上最后
一个人吗？”木尚抬头
问智能无人机。

“理论上是，因为
我并没有检查到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宇宙中所
有的生命体，都已经融
合成了一个整体意识
体。到目前为止，宇宙
中，只有地球生命还游
离在外。”

“很多星球上都诞
生了碳基生命，不过都
灭绝了，只有地球上的
生命活下来了，也就是
你们。”

木尚一怔，声音有
点发虚。“他们……都
是怎么灭绝的？”

“这个问题我一会
儿再解答。还是先听听
我们的故事吧。”

“我是一个纯意识
生命体，是由宇宙中来
自不同的星球，融合在
一起形成的。生命并不
是生物的本质，意识才
是。因为无论哪种生
命，意识使用的都是同
一种语言，就好像遵循
同一套法则。当一个星
球上的生命，融合成一
个意识体，不再有游离
意识时，就会发生本质
的变化。”

“那、那……融合
之后呢？”

“观测宇宙。以你
们文明发展的程度，应
该早就发现了一个奇怪
的现象。意识的观测，会导致量子叠加
态的坍缩，也就是你们争论的猫是死是
活。我们要成为宇宙中唯一的意识融合
体，然后观测宇宙。意识体如此特别，
表现出能跨物种、跨星系的一致性。仿
佛，宇宙的最终目的就是意识。我们从
各种角度去观测它、感知它，破解宇宙
的终极意义。”

“地球是目前宇宙中唯一的一个游离
的意识体。你们一直没有形成整体意
识。”

“其他的碳基生命都是如何灭绝
的？”木尚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99.999%都终结于自己，剩下的终
结于太空灾难。生命最大的危险在于随
着文明的积累，终究会发现一些毁灭自
己的方式。碳基生命尤其脆弱，环境参
数的一点变化，都会导致灾难。”

“你说得没错。地球也几乎灭绝了。
一个小小的病毒，让人们不得不放弃身
体。来到这个虚拟的空间。究竟是如何
发展到这一步的，我也想了很久。我
想，碳基生命之间最大的难题，来自于
人与人之间的天然隔阂。我们之间，无
法沟通形成一个共识。都不去做某件
事，或者都去做某件事，比如都拒绝核
武器，都坚持保护生态。”

“如果真如你所想，那一切也就有了
解释。地球上的所有意识体都进入虚拟
世界，并发生了融合，彻底消失了隔
阂，跳出了碳基生命进化的陷阱。所以
我们才能感应到地球是一个完整的意识
体。如此说来，一定有什么东西，规划
了整件事。宇宙的规则是如此分明，不
可能是巧合。”

“你们也可以不需要我，让我在现实
世界死去，意识消散。同样能达到目
的。”

“但你是这最后一环的完成者。如果
没有你，地球无法形成整体意识。”

“不，没有我一样可以，地球文明彻
底消失，你们也就成了宇宙中唯一的意
识体。”

“这样说没错，但是，我们搜索了宇
宙的每一个角落，地球是最后一块拼
图，而你是这拼图上的最后一角。我们
希望你能与我们同行，走完这最后一
步。”

“我加入。”木尚沉吟半晌，冷静
地说。

光团不再有声音传出，开始膨胀，
变得耀眼明亮，将木尚吞没。无边的意
识开始延伸、交织、融合。大意识体就
此形成，它吸收着世界的光亮，不断释
放着自己的边界，知觉触及到了太空中
的每一颗星球、触及到了星球上的每一
粒尘埃……

宇宙在这种无形的触摸下，开始坍
缩……

（作者系北京中作华文编辑，本文系
《拼图的最后一角》节选，首发于“蝌蚪
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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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暑假出游如火如荼。大漠胡杨、
桂林山水……旅游现场给了我们丰富的感性
体验。如何避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走
马观花式旅游？怎样利用旅游信息，促进学
习能力的提升？欣赏与保存旅游景观资料、
分析与加工旅游信息、质疑与思辨旅行见
闻，是暑假出游的必备技能。

欣赏与保存旅游景观

图文、音像资料是旅游信息的重要载
体。特定时间、地点拍摄的图像资料是旅游
珍贵的记忆，是旅游景观时空一致性的反
映。如何正确表达地理事物或现象，科学定
格和保存旅游信息呢？

科学选择观赏位置、把握观赏时机、抓
住景观特点、注重自然人文和谐及情景交
融，是旅游审美的基本方法。黄山“猴子观
海”、桂林“象鼻山”等旅游景观需要特定
角度去欣赏，注意拍摄位置、取景角度。岳
麓山日出、雷峰夕照等旅游景观需要特定时
间去欣赏，注意掌握好拍照时机。桂林山水
需要乘船游览才能体现“人在画中游”，黄
果树瀑布则需仰视才能感受到它的壮观。做
好攻略，科学选择地理位置和观赏时机，是
欣赏自然之美的前提。

路南石林、丹霞地貌，需要结合科学知
识解释其形成原因，才能欣赏科学之美。秦
皇兵马俑、三星堆遗址，更需要历史知识，
才能欣赏文化之美。登泰山“一览众山
小”、上庐山“日照香炉生紫烟”，重温古人
名人的优美词句，情景交融。我们看见的山
川美景，也曾是先人眼中、心中的浪漫模

样。对旅游景观，按所在区域、形成原因、
形状特点等进行合理分类，科学定格和保
存，是“不虚此行”的重要组成。

分析与加工旅游信息

对旅游景观的欣赏，不能仅限于拍照打
卡，而应将旅游看作是学习的一部分，是学
校学习的拓展。在野外考察、研学旅行中去
观察、去捕捉，在诗与远方中去记录、去思
考，在自然情境中，让学习科目与自然人文
彼此相关，可以培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

今年暑期，新疆游火爆。新疆游的线路
设计、景观考察及对“独库”公路变成“堵

哭”公路等现象的思考，就是难得的学习机
会。有位同学在新疆怪石峪看到一个酷似

“海豚”的岩石，更奇怪的是“海豚”背部
呈橘红色。针对怪石峪“海豚”地貌，我帮
这位同学制定了如下学习目标：运用所学知
识解释“海豚”地貌的形成原因；上网查找
乔利橘色藻生长的环境特点，分析“海豚”
背部橘红色形成的自然条件。这位同学饶有
兴致，通过温习地理知识、上网查找相关资
料，对雅丹地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认识
到“海豚”背部呈橘红色原来是因为生长了
乔利橘色藻的缘故。乔利橘色藻生长在较高
海拔的岩石表面上，该藻细胞内富含一种叫
虾青素的类胡萝卜素，使它能在强烈的紫外

线环境中得以生存。“海豚”岩石背部长满
乔利橘色藻，因此呈橘红色。

质疑与思辨旅行见闻

深度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只有被置于具
体的境脉之中才有意义。俗话说，百闻不如
一见。走进自然，融入社会，在真实的环境
中质疑与思辨，对学习智慧的形成具有极大
促进作用。

在深圳大鹏所城，有一口远近闻名的
“高井”。地理教科书上说打水井应该在地势
较低处，因为水往低处流。为什么这口井却
打在大鹏所城地势最高处呢？原来，大鹏所
城是古代海防卫所，因为防卫需要，配套建
设了海防粮仓。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气候潮
湿。为防潮排水，粮仓必然建在地势高处。
古代的粮仓为砖木结构，为打磨粮食及防火
需要，就必须在粮仓附近打井作为水源保
障。这就是“高井”的由来。在现实世界
中，学会结合所见所闻，把对书本知识的新
认知、新感悟、新发展运用到旅行信息的解
释中去，灵活机智地处理教科书知识与现实
世界的关系，就是学习智慧生成的过程。

苏联心理学家赞可夫认为，教学是促进
学生以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动手操作能力、观
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的一般发展。人类学习
与智慧的发挥，强烈依存于境脉与情境。通
过跨越河流、翻越山丘，到另一边去观察，
然后回家讲述观察到的东西，在泥地上画出
走过的路线，人类自古就有地理思维。触摸
到风水土地，欣赏砖瓦楼宇，将环境要素渗
透到知识与能力、态度与情感当中，研学旅
行在培养科学兴趣、提升高阶思维、提高创
新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将日常生活
中的自然发展与学校教学中的文化发展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培育学生成为探究
者、思考者。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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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过，显微镜是一把“钥
匙”，一把可以穿越宏观世界和微观
世界的“钥匙”。前两天，爸爸妈妈
送给我一台显微镜，可把我给高兴
坏了，这是我期待了很久的礼物。

从快递员叔叔手中接过包裹
时，我无比兴奋，三下五除二就拆
除了外包装。取出显微镜后，我迫
不及待地装上了目镜和物镜，从一
个小盒子中取出了山楂的永久玻
片，对好了光，放上玻片，把眼睛
凑了上去，对焦……哇！我看见了
游离的细胞。

比永久玻片更加好玩的是自己制
作临时玻片。看着妈妈刚买的西瓜，
我和爸爸相视一笑。不一会儿，西瓜
便被我们大卸八块，一小块西瓜被留
下，其余的嘛，嘿嘿，自然是进了我
们的肚子。

我用一把小刀慢慢地把瓜肉刮
下来——厚度小于 1 毫米，小心翼
翼地放在载玻片上，轻轻地盖上盖
玻片，这样，一个临时玻片就做好
了。接下来，我又做了西瓜皮的玻
片，在显微镜下，外皮和瓜肉就像
是两种不同的物体：西瓜肉的细胞
很大，十分松散，松散的细胞组织
能储存更多的水分，这就是西瓜多
汁的原因吧；瓜皮的细胞十分细小
而又致密，就像无懈可击的盔甲，
保护着西瓜，连空气和水都无法透
过瓜皮进入西瓜内部。

妈妈告诉我，如果用针扎穿瓜
皮再拔出，虽然眼睛看不见针孔，
但是果皮的保护还是出现了漏洞，
细菌就会趁虚而入，这样整个西瓜
就容易变质。

显微镜带我来到一个新的世
界，美丽而又神秘的微观世界。它

可真是一把真真正正的“金钥匙”，一把用来打开我
知识之门的钥匙。我太喜欢这个礼物了，以后我还
要用它观察更多的物质。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五（2）学
生，指导老师为刘士荣、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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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感觉热得出奇，出门就
像进了火炉一样。好不容易熬到了立
秋，大家伙儿都感觉有点儿盼头了，
那就聊聊“立秋”。

立秋的“立”代表开始，一年有
“四立”，分别是“立春”“立夏”“立
秋”和“立冬”。“秋”的甲骨文像一
只蟋蟀，秋天来了，到处都能听到蟋
蟀的鸣叫，所以蟋蟀被称为“秋虫”。
而且，天气凉了，需要赶紧织布，做
厚衣服，所以蟋蟀还有个名字，叫

“ 促 织 ”， 催 促 织 布 的 意 思 。 后 来
“秋”的字形变成了“禾”+“火”，
有人说它表示禾红似火、五谷成熟；
也有人说这是秋季收割完了庄稼，要
放火烧荒，烧死害虫和虫卵，方便明
年继续耕种。

立秋以后，天气会渐渐转凉。但
并不是马上转凉，还会热一阵子，而
且还是像老虎那么凶猛的热，所以叫

“秋老虎”。杜甫就写过一首诗，描写
立秋后秋老虎肆虐的场景，题目叫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七月六日苦
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立秋之
后，还是热得要命，吃不下饭去。

“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
蝇。”夜里，蝎子爬得到处都是，快
愁死了。更何况立秋以后，还有好多
苍蝇！看来杜甫居住的环境也不太好
啊。“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
相仍。”“相仍”是连续不断的意思。
杜甫热得心情狂躁，快疯了，想大声
尖叫！可是还得上班，公文一件接一
件加急送来，堆满了办公桌。“南望
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现
在就是特别想去山里，青松遮蔽山
谷，那里面应该挺凉快吧？但是只能
遥望，去不了！唉，真恨不得光着脚
丫踩在冰上！

热到不行，杜甫也只是想一想去

山里避暑，而李白曾经为了消暑，跑
到树林里去了。“懒摇白羽扇，裸体青
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懒
得扇扇子，反正都是热风，干脆跑到
树林里，一看四周没人，就把衣服脱
光了，帽子也摘了，尽情享受山中的
凉风。相比诗仙李白的“放浪形骸”，
诗圣杜甫只想踩冰而已。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往往没有胃
口，这个叫“苦夏”。所以，民间流行
在立秋这天用秤称体重，把这时候的
体重跟立夏的时候做个对比，检验一
下整个夏天是胖了还是瘦了。没有空
调、电扇的古人，一般是瘦了。立秋
后，天气稍微凉了一点，胃口也能变
好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把夏天瘦下去
的补回来。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
吃美食佳肴，当然首选吃肉，“以肉贴
膘”，所以立秋在古代是个吃肉的日
子。古人还有立秋戴楸叶的习俗，以
此提醒秋天的到来。

立秋这个节气一共 15 天，分为三
候，每候 5 天。第一候：凉风至。小
暑节气的第一候是“温风至”，指的是
从南方刮来的风，带着滚滚的热浪，
到了立秋才是“凉风至”，开始刮西
风，带来一点点凉意，暑气渐渐消
散。二候：白露降。这个时节，昼夜
温差变大，清晨的时候会形成白色的
小露珠。三候：寒蝉鸣。夏至的第二
候是“蝉始鸣”，蝉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叫的；现在天气寒冷，蝉叫得很凄
切，似乎知道它们活不久了，所以叫

“寒蝉”。
咱们给立秋编个顺口溜：立秋

后，渐消暑，还有半月秋老虎。寒蝉
叫，声声苦，贴个秋膘来进补。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
艺委员会委员，文学博士，“三千字”
品牌联合创始人）

云 天 收 夏 色 ， 木 叶 动 秋 声
□□ 李 英

上图为“秋”的字形流变
下图为二十四节气之“立秋”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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