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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云游”网络 善用技术学习
□□ 李峥嵘

七彩地理

随着寒假的到来，不少中小学生已经在
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研学之旅了，湿地研学
尤其受到很多学生的喜爱。

我国湿地面积达到5635万公顷，有国际
重要湿地64处。依托这些资源，开展激发青
少年学习潜能、树立人地协调观、让青少年
实现自由学习的湿地研学，可谓是正当时。

促进青少年品格和关键能力发展

湿地有深邃的文化艺术服务功能。湿地
丰富而多变的自然之美萌发了人类对美学的
价值追求，是人类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
本主义强调以人的回归为底色，人的回归为
教育的回归奠定了价值基础，从宏观层面将
青少年从分数决定论的视角下“解救”出
来。以人的回归为核心，湿地研学走出从学
校到学校、从课堂到课堂的封闭圈，不断地

拓展教育的边界，引领青少年走出教室，走
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在真实的情境之中体
验、合作、探究，真正形成适应未来社会发
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通过关注青少年在
湿地研学的学习过程，关注他们的参与度和
投入度，而非只关注学习结果；给予积极反
馈，运用形成性评价，让他们拥有愉悦的学
习情感体验；改变以往权威型的教学关系，
不但能培养青少年优秀品格的形成，也促进
了他们关键能力的发展。

重视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

人本主义教育观认为，人的学习具有主
动性和自觉性。教学的任务就是创设一种有
利于学生学习潜能发挥的情境，使学生的学
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人本主义教育观把学
生看作是一个有目的、能够选择和塑造自己
行为，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

作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湿地有着

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
种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和资源供给服务功能。
依托湿地开展研学活动，如通过参观游览自
然生态环境下渚湖湿地，合理结合渚湖湿地
地理环境条件，多学科融合设计一系列研学
活动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功能，可以
让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感受生物与环境和谐
共存的自然之美，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个
性，积极主动地完成学习任务，让他们更加
充分地认识自身价值，树立主体地位，促进
自我实现。

激发青少年自由学习的潜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卡尔·罗
杰斯认为，只有当学生正确地了解到所学
内容的用处时，学习才成为最好的、最有
效的学习。自由学习强调的是在实际生活
中，青少年受到好奇心的驱使，通过听说
读写等多种方式，以亲身经历的形式来发
现有意义的事情，进行学习并内化成自己
的知识。

以我国为例，湿地保存96%的可利用淡
水资源，全国共有湿地植物4220种、湿地植
被483个群系、脊椎动物2312种，是名副其
实的“物种基因库”。借助这个包罗万象的
资源宝库，把孩子们与湿地中各种真实情境
联系起来，在研学课程内容设置上给以充分
的自由，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
及自我理想来选择有关学习内容。

如针对热爱花草自然之美的孩子，让
他们实地调查湿地现有开花的植物，体会
湿地生态系统的植物多样性，从而对湿地
植被群落组成形成个人或小组的观点。这
不仅是能够用于不断增长新的个体知识的
综合意义学习，而且同样也是与各部分行
为经验都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个体意义学
习，能持续而有效地激发学习潜能。湿地
研学能够培养青少年的自主独立性、创造
性，鼓励青少年自由、自主探索，促进自
由和负责任个体的形成。

（作者系广东省陆丰市林启恩纪念中学
教师，广东省罗明军名教师工作室成员）

来 一 场 说 走 就 走 的 湿 地 研 学
□□ 吴义哲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
“祭”这个字，有肉，有一只手，还有个祭
台，合起来就是一幅祭祀的场景。

对先民来说，自然界中存在很多不可
思议的力量和现象，令人敬畏和崇拜。他
们往往认为吉凶祸福由天地鬼神掌握，所
以通过举行祭祀仪式，来与鬼神或者神秘
力量沟通，祈求保佑，表达崇敬。也就是
说，祭祀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的交换关系，
人们用祭品作为礼物，献给神灵，换取神
灵的恩赐。

中国人是多神崇拜，天界、地界、人
界都有神：天界之神有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观音菩萨；地界之神有阎王、判官、
城隍、钟馗等；人间神灵有祖先神、自然
神和民间仙人。祖先神就是把祖先当成神
来祭拜；自然神是把自然现象或者自然界
的事物当成神灵来崇拜，比如水神、山

神、花神、树神等；民间仙人本来是普通
人，后来成仙了，于是被当成神灵祭拜，
比如财神、关公、八仙、济公等。

那祭灶是祭祀的哪位神仙呢？我们先
来说说“灶”这个字。“灶”本来就像个灶
的样子，后来写成“灶”，有土，代表它是
用土搭建的；有火，说明里面烧火，合起
来就是灶了。

我们现在城市里都用燃气灶或者电磁
炉之类的，以前人们用的灶是需要烧火
的。用泥、石头或者砖头垒起来，上面放
个锅，底下烧火，就可以用来做饭了。

祭灶就是祭祀的灶神，也叫灶君或者
灶王爷，掌管着人类的吃饭问题。民以食
为天，所以灶神那是相当重要。而且古时
候，普通老百姓家里穷，经常吃不饱，所
以更重视吃饭，也更重视灶神。

灶神的身份很特殊，他除了掌管一家

的吃饭问题，还受玉皇大帝的派遣，在人
间考察一家人的善恶，看看这家人平时有
没有做什么坏事，或者说什么坏话，然后
记录下来，年底向玉皇大帝汇报。玉皇大
帝根据这家人的行为，判断来年是给他们
赐福还是降灾。所以老百姓就想通过祭祀
灶神，让他说好话，别说坏话。

那用什么祭祀灶神呢？就是又甜又粘
的糖瓜、芝麻糖、糯米团子之类的，所谓

“吃甜甜，说好话”，“好话传上天，坏话丢
一边”。一般灶神的画像旁边，会贴着对
联，对联上写的就是“上天言好事，下界
保平安”，希望灶神吃好喝好，到了天上能
够好好汇报。

那为什么选择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神
呢？据说灶神上天去汇报的日子，是每年
的腊月二十四，所以要提前一天用好吃的
塞住他的嘴巴。《春节童谣》里面说：“二

十三，糖瓜粘”，说的就是祭灶时用糖瓜粘
上灶神的嘴。人们把灶王爷的画像请下
来，用糖瓜轻轻抹一下他的嘴，然后把画
像焚烧，就算是送他上天了。那什么时候
接回来呢？有的地方是在除夕，把买来的
新灶神画像贴好，但是不能说是买来的，
得说是请来的。也有的地方呢，是过完
年，正月初四，再迎接灶神，叫“接灶”
或“接神”。灶王爷就又辛辛苦苦回来“上
班”了。真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神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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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 月 二 十 三 ，“ 糖 瓜 ” 祭 灶
——春节风俗探源（一）

□□ 李 英

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881年8月6日出生
于苏格兰基马尔诺克，1955年3月11日与世
长辞。他是英国的细菌学家、生物化学家和
微生物学家。他发现的青霉素，在短短的数
十年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敏锐观察，不经意间发现“青
霉菌”

一战期间，弗莱明跟随医院到前线救治
伤员。看到很多战士因为伤口感染细菌而痛
苦死去，他决心找到一种药物来治疗因细菌
引起的疾病。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可能使人生疖、

长痈、患骨髓炎，并且引起食物中毒的细
菌，当时还没有什么方法能杀死它。为了找
到能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方法，弗莱明从
病人的脓中提取了葡萄球菌，放在玻璃器皿
中培养。

1928年7月下旬的一天，弗莱明将培养
金黄色葡萄球菌而未清洗的培养皿匆匆忙忙
放成一堆，就外出休假去了。两个星期后，
他一回到实验室就看到那些培养皿中长出了
金黄色葡萄球菌。同时，他还敏锐地观察到
一个奇特的现象：长满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
养皿中，出现了青色的霉菌。而且在这些霉
菌的周围，金黄色葡萄球菌都逐渐地变成半
透明，最后完全裂解。

于是，他兴奋地从培养器皿中刮出一点
霉菌，小心翼翼地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结果，他发现这种能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青绿色霉菌是青霉菌。

随后，弗莱明继续在培养液中繁殖青霉

菌，然后把过滤过的青霉菌培养液滴到金黄
色葡萄球菌中去。奇迹出现了——几小时之
内金黄色葡萄球菌全部死亡。

后来，经过实验他还发现青霉菌能杀灭
白喉菌、链球菌和肺炎球菌等。这些实验证
明，青霉菌具有高强而广泛的杀菌作用。

当年9月，弗莱明在圣玛丽医学院公布
了他的发现。他还于1929年2月13日向伦敦
医学俱乐部提交了有关论文《青霉素——它
的实际应用》。后来，这篇论文被刊登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峰回路转，青霉素最终在临床上
得到广泛应用

接着，弗莱明制取了少量青霉素结晶，
先后到两家医院请医生在临床上试用，但遭
到拒绝。同时，由于青霉素提取十分困难，
很难大批量生产。因此，青霉素在临床上的
应用被迫停了下来。但弗莱明一直在让那个

培养皿上的青霉菌“传宗接代”。
1938年，出生在德国的英国生化学家钱

恩和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
偶然读到弗莱明发表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上的论文后，并于1941年成功地分离出
青霉素。1944 年，青霉素才在美国投入量
产，很快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青霉素的发现和成功分离与生产，不但
在二战期间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病人的生
命，还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弗莱明和钱
恩、弗洛里也因此而共享了1945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青霉素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因为，那是弗莱明对科学研究对象的细致观
察，注意到一些常人难以发现的微小变化的
必然结果。所以，弗莱明在获得了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后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
的头脑。”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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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宇宙中是孤
独的吗？”我把生命探测
仪移开，高达千米的巨型
藤蔓状生物和缓慢蠕动的
六边形甲壳形生物瞬间就
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我摘下生命探测仪，
视线回到“幽州台”号观
测站。“此次观测是第14
次观测，目前观测站位于

‘戊 81’星系，临近单恒
星星系的未知行星和其附
属的7颗卫星。虽然您的
生命力依旧旺盛，但我还
是建议您休息。”熟悉的
电子音在耳边响起。“辛
苦了，子昂。”我长叹了
一口气。

和我对话的是“子
昂”智慧维生系统，这座
空间站的内置维生系统。

“您大可不必这样勉
强自己。我的情绪判断系
统表明，您的情绪已经濒
临崩溃。”“子昂”的声音
再次响起，“此次观测期
间里，除您以外的其他
13 个人类观察者早就都
将意识上传到了总库。您
是目前宇宙中唯一的人
类。”

“这样啊。”我的身体
颤抖了几下，“让我先休
息会，好吗？” 我缓缓将
身体沉入了休眠舱中的冷
冻液。通过感官操纵系
统，我的意识回到了那个
我曾经熟悉的绝望纪元之
前的“长安”太空城。

我站在曾经行人如织
的景观台上，俯瞰眼前雄
伟的“大明宫”主城，和
那人类引以为傲的、四通
八达、总共绵延数光年的

“长城”子城连接系统。
太空城外，多如牛毛的各
式太空舰船纷纷入城、出
城，散发的各色尾焰仿佛
足以与宇宙中最明亮的恒
星争锋。

看着超级量子计算机
模拟出来的壮观景象，我
不由感到了无尽的唏嘘。
往日生活的记忆纷纷涌入
了我的脑海。

曾经供应所中充满了来自宇宙各地的
无数产物，供居民随时自助取用；彼时的人
类早已克服了一切威胁肉体的病症，治愈癌
症如同过去地球时代治愈感冒一样容易，肉
体的衰老在纳米修复技术面前显得无比可
笑，人类完全实现了永生；曾经哀恸纪元
中，智能装置反叛带给人类文明的衰退与挫
折已是太过遥远的历史，人类在宇宙共和国
点缀着群星的旗帜引领下，超越了黄金时代
的辉煌，人类已经遍布了数千个星系，文明
如同聚变的恒星一般生生不息……

直到某一天，不知道是谁首先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
吗？”问题一经提出，数亿兆名人类利用
各种探测器进行了长达了100万太阳年的
探索，结果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在无数
岁月的高歌猛进之后，人类再次遇到了关
系到了人类文明的存在意义本身且不能解
答的问题。

绝望纪元降临了。无数存活了数亿年
的人类甚至都没有困难的概念，更遑论拥有
克服困难的勇气。人类文明遗忘了与祖先一
样骄傲地抬起头颅仰望星空的勇气，失去了
文明的韧性。人们在无尽而不能排解的绝望
中纷纷将意识上传，进入虚拟世界。

在经历了无数尝试，仍然不能改变人
类文明在现实宇宙灭亡命运的宇宙共和国
最高委员会成员们，对最后包括我在内的
14名坚持留在现实的观测者们致以了最后
的敬意，随后便纷纷消灭了自己的意识，
和无数年前的祖先一样，迎来了“死
亡”。不知道曾经在哀恸纪元中重振文明
的先祖，见到这些后辈沦丧在与世隔绝的

“理想”乡中，会有何感想……
我从休眠舱中惊醒。数滴泪水缓缓地

落在了我的手上。我睁开泪眼，看向了窗外
的宇宙。不知道多久之前，我的祖先站在那
颗渺小的蓝色行星上仰望星空时看到的是希
望、光荣与梦想。我在这座凝聚了人类文明
最高成果的巨型空间站中再次看向同一个宇
宙的时候，所见却唯有绝望与未知。

“子昂。”长久的思考后，我轻轻地动
了动嘴唇。

“收到，资源舱即将降落至最近的行
星，立即执行全聚变装置自毁程序。”冰
冷的电子音回应着我最后的命令。震撼的
巨响在我的耳边响起，“幽州台”号观测
站在剧烈地旋转中四分五裂。我缓缓地坐
下，面对扑面而来的等离子火焰。在生命
的最后，地球纪元的一首诗浮现在了我的
脑海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宇宙无言，星海不语。不知道过了多
久，一颗平常无奇的岩石行星上，在一个
散发出橙色火焰、一个散发出蓝色火焰的
光芒下，隐约浮现着7颗月亮。一个少年
趴在巨藤上，沐浴着光芒，舒缓地活动着
背上的六边形甲壳，接收着从巨藤中传输
而来的新闻：“近日，我科学家最新研究
揭示，我们熟悉的蓝色太阳竟可能是未知
古代文明的遗迹。火焰巨人在爆炸中形成
蓝色太阳的神话，竟然是真的……”

少年微笑着，缓缓地抬起头，看向了
天空。

“所以，我们在宇宙中不是孤独的
吗？”

从本周开始，全国广大中小学生陆续进
入寒假。现在，新媒体的普及程度越来越
高，如何借助新媒体度过充实的假期生活呢？

新媒体资源不断丰富

从硬件上来说，中国中小学生的数字化
教学条件已经全面升级。家长们可以充分利
用互联网平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根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
中小学（含教学点）已全部接入互联网，超
过3/4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
校拥有多媒体教室，中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
中心和服务中心。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德育、课程教学、体
育、美育、劳动教育、课后服务、教师研
修、家庭教育、教改经验、教材10个板块，
覆盖30个版本、446册教材。这些优质资源

都可以提供给孩子们免费使用，有助于优质
资源共享和学生自主学习。

除了教育部门的网上学习资源，各大博
物馆的云展览也可以尽情畅游。作为历史的
保存者和记录者，博物馆被许多人视为一座
城市的灵魂。“它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
事，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中国
的博物馆种类划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
与技术类、综合类这四种类型，家长可以根
据孩子的兴趣引导孩子参观博物馆。目前可
以云游的有国家级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
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航天博物馆
等。你可以进入故宫博物院，观看“古画会
唱歌”，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多位研究馆员
出镜讲解《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
十余幅珍藏名画。你也可以从“云游敦煌”
小程序中看到2700余幅壁画和彩塑，感受莫
高窟带来的心灵震撼。坐地日行八万里，一
网看尽五千年。

新媒体对大脑的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也对学习者的素质提出了
巨大的挑战。研究发现，大脑释放多巴胺的
奖赏系统可以被手机激活。多巴胺的重要功

能是让我们选择将精力放在什么地方。经过
数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大脑受到新鲜事物
的刺激会分泌多巴胺。远古时代，人类对新
世界的探索越多，存活的机会就越大，而在
新媒体时代，我们接触到的新知识新事物可
谓卷帙浩繁，每一个页面的打开，都会刺激
大脑的多巴胺分泌。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从一个页面跳
向下一个页面。研究表明，通常人们浏览一个
页面的时间不足4秒钟，而能够停留10分钟以
上的页面只有4%。随着手指点开一个又一个
的链接，就会分泌越来越多的多巴胺，而如果
人们习惯了手机每天数百次的频率刺激，就很
难长时间专注于某一个有深度的内容。

因此，如何既能满足大脑对新知识的好
奇，又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学习需要，是一
个严峻而全新的课题。

学会善用技术

网络学习资源鱼龙混杂，甚至存在过度
娱乐化的问题。作为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善
用技术，善用新媒体的学习方式？

第一点是刻意忽略。这需要大脑付出极
大的努力，有意识屏蔽一些信息，对自己阅

读的内容保持足够警惕。在部分自媒体上有
一些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内容就不能作为
学习资源，需要去伪存真。

二是要培养自制力。一方面，对网络的
使用的时间进行限制，与争夺注意力的海量
信息进行对抗。另一方面，网络上的很多知
识是碎片化的，还需要学习者结合线下系统
深入学习，并从不同渠道进行对照。比如，
四年级小学生小田与妈妈曾在西安碑林博物
馆里，看到一块碑刻上的年份是“清光绪十
七年 （1689） ”，小田认为这个年份不可能
是光绪年间。妈妈将孩子的质疑发私信给碑
林博物馆官方微博。博物馆方表示孩子说的
是正确的，碑刻上的时间应该是1891年。一
个10岁孩子能一眼瞧出碑刻上的年份不对，
就因为平时留心积累，而不是把大量时间花
在网络上走马观花。

三是要学会选择。如今，网络信息浩如
烟海，而且还在以指数级数量增长，我们使
用新媒体就需要确定方向、选择内容。例如
孩子喜欢恐龙，那么可以利用中国古生物博
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等
的网络资源，进行深入学习。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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