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这
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
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
就而设立的节日。今年的妇女节，我
们就来说说“妇”“女”的来历。

先来看看“妇”。“妇”最早是由
“ 女 ” 和 “ 帚 ” 两 个 部 分 组 成 的 。
“女”表示性别，“帚”表示“妇”所
做的主要事情是用扫帚打扫卫生，说
明当时的社会中，妇女主要负责家里
的一些事务。简化字中的“妇”，右边
的“彐”删除了“帚”的下半部分，
仅仅保留了上半部分，这是汉字简化
的一种方式。其实，“妇”的字形并不
是现代才开始出现的，而是早在清朝

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

“妇”最早是指已婚的女子，如
“妇人”指成年的女性，“少妇”指年
轻的已婚女子。古代的女性结婚往往
较早，如汉族女子满15岁时要把头发
绾起来并戴上簪子，叫作“及笄”，
意味着到了结婚年龄。在一些朝代，
女性的结婚年龄实际上比 15 岁还要
早。也就是说，古代15岁甚至更小的
女孩子就会被称为“妇人”。

“妇”还有“妻子”的意思，如
“ 夫 妇 ” 是 指 丈 夫 和 妻 子 。 此 外 ，
“妇”还有“儿媳妇”的意思。如“妇
姑”指婆婆和媳妇，“姑”指婆婆、

“妇”指儿媳。

再来看看“女”。“女”在甲骨文
中的字形是屈膝而跪，两只手臂在胸
前交叉 （也有学者说是在劳动） 的女
性形象，金文的字形仍然相似。到了
小篆，字形中已经难以看出下跪的动
作了。后来的隶书、草书等字体中，
甚至连女性手臂交叉的动作也不明
显了。

“女”本来是指未出嫁的女性。如
《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静女和
淑女都是未婚的女性，也是诗中男性
追求的对象。再如“少女”是指未婚

的年轻女子。
后 来 “ 女 ” 的 范 围 扩 大 ， 和

“男”相对，既可以指未出嫁的女性，
也可以指已婚的女性。如在“男女老
幼”中，“男”和“女”相对，强调性
别。“女”还可以指女儿。如 《木兰
辞》：“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
骑鸣啾啾。”“唤女声”是指呼唤女儿
的声音。再如“儿女”指儿子和女儿。

现在妇女节也被一些人称作“女
神节”。“女神”本来是女性神明或至
尊的称谓，也可以用来指神话传说中
的女性至高者，如今则常被用来表示
男性心目中喜爱，但难以成为真正恋
人的女生。而妇女节被称作“女神
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女性自
我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得到了社会的
更多认可。

（作者系广西语言学会理事、文学
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系教师）

致 敬 每 一 位 “ 她 ”
□□ 顾 军

3月2日，江苏省无锡市举行涉疫个
人数据销毁仪式，首批销毁数据 10 亿
条。社会在保护个人隐私，作为父母，
我们在家庭里也要对孩子进行隐私教育。

为什么要尊重个人隐私？

隐私是属于个人不愿意跟别人分享
的内容，包括个人信息、身体、心理、
财产、家庭等方面的内容。隐私权是每
个人都拥有的基本权利，而家庭则是隐
私保护的最基本场所。

孩子在不同年龄拥有的隐私权范围
不同。身体、思想的发展，自我意识的
增强，也是他们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
尊重孩子的隐私、不粗暴窥探，才能帮

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而自尊的人，并营
造良好的亲子关系，维护家庭的和谐与
稳定。爱与尊重，才能促进孩子心理健
康成长。同时，父母也要教育孩子跟其
他人保持交往的边界，这样既不会被别
人粗暴介入，也不会无理干涉他人。

如果不尊重隐私、时时刻刻要控制
孩子，不仅亲子之间容易发生信任危
机，也会让孩子无法形成独立人格、独
立思想，产生严重的羞耻感、自卑感，
长大以后容易盲目跟风，缺少创造力和
独立判断意识。

如何提高隐私意识？

首先要让孩子认识到，拥有不愿意

别人知道的个人信息，是非常正常的。
家长需要破除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孩
子不应该有隐私，二是隐私是见不得人
的事。

哪些属于个人隐私以及如何保护，
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是在生活中我
们只需要跟孩子明确界限感，增强两大
意识就可以，一个是物理距离意识，一
个是心理距离意识。

物理距离意识，包括空间距离和身体
距离。比如孩子的独立空间，大人要敲门
才能进入；公共场合排队时，与他人保持
一臂的距离；孩子身体凡是被小背心小裤
衩遮盖的部分，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
触碰。即使是出于医学检查的目的，也要
在监护人或者是多位医护人员在场的情况
下进行。

心理距离意识，包括尊重孩子的心
理秘密，不偷看孩子的个人信息。统计
显示，我国七成以上的家长，都偷看过
孩子的手机、日记、微信、邮箱，或者
偷听过孩子打电话。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开拆、查阅
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或者
其他网络通信内容。”刺探孩子的隐私不
只是不文明行为，也是违法行为，甚至
会严重影响孩子独立人格的形成、伤害
亲子关系。

有的父母是出于关心孩子的善意，但
好的心意也需要好的表达方式。关心孩子
就要留意观察孩子的言行举止，通过日常
生活表现出自己值得孩子信任。而只有尊
重孩子，他们才会愿意敞开心扉。

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首先，父母要身体力行尊重孩子的

隐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有一些东西是
可以不给别人看的；赞赏和尊重孩子的
身体和个性特点；如果孩子同学生病
了，可以有礼貌性地问候，不打听细
节 ； 孩 子 和 你 交 谈 的 心 事 ， 不 随 意
传播。

尊重孩子的内心需要。不经过孩子
的允许，不私自把孩子的玩具、书籍、
衣服送给他人；不在朋友亲戚面前聚会
时，大谈孩子糗事，也不展示、发布孩
子各种照片、视频；培养他自己整理物
品的习惯，未经允许不翻动他的衣物，
不偷看他的手机、日记。

面对社会，我们需要教育孩子学会
保护自己的隐私，例如设置手机密码，
避免在社交媒体暴露个人信息，不发布
行踪、个人照片、电话号码、家庭地
址等。

通过以上这些行为的示范，孩子可
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尊重他人隐私和保护
自己隐私。

如果隐私被侵犯该怎么办？首先保
持冷静，并且告诫侵犯自己隐私的人，
他们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侵犯行
为严重，孩子应该立即告诉家长或老
师，并且尽可能收集证据。在某些情况
下，家长要帮助孩子寻求法律帮助。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
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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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砌琼雕别样天，京华一隅见江
南。穿梭于宽宽窄窄、曲折通幽的北
京胡同内，行人或许不会想到，此处
竟藏着一座别样雅致的苏式庭院园林
宅院——南池子美术馆。

该馆展厅分为上下两层，面积约
1500 平方米。今年 1 月，这里迎来了
一场科技与文化、艺术交融的创新展
览——“唯物思维：国际当代材料艺
术双年展”，每件展品都通过寻常材料
展示了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构思，有些
还带给观众别具一格的互动体验。

棉线展现自我

展览中，美国艺术家玛丽·科里·马
奇的作品《身份挂毯》位于一楼展厅东
侧。它由彩色棉线、木背板、标签、石
头等材料制成，并在空白墙板上钉上
200 多个写着不同陈述和问题的标签，
有关于身份的选项，也有关于生活的思
考，如“我喜欢冒险”“我爱我的家庭”

“我更喜欢虚拟的网络连接”“我更喜欢
与人的直接接触”等。

观众可以选择一种颜色的棉线代表
自己，一个接一个地缠绕对应的标签，
从而形成自己的故事和路径，最后以染
色小石块作为“锚石”结束。在编织缠

绕的过程中，观众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
关联。这件展品引发了大家对自我以及
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再认知，进而反
思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似简单的材料
组合，却能传递出温情并引发思考。

展厅正中间有 6 道从天花板射下的
“光柱”，给人近大远小的透视之感，拉
伸了展示空间。如果观众走近细看，会

发现这个名为 《永线》 的展品由棉线、
镜片、泡沫板等组成，一道道“光柱”
其实是从天花板悬垂到地板的白色棉
线，状如透明的圆柱，每个圆柱顶部都
有一面镜子，通过地板上透明晶体的反
射，使圆柱的边界透着朦胧美，给人以
视觉冲击。巧妙的空间设计，让人感受
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无限可能。

传统技艺助力现代艺术表达

在展厅后部，有一座格外引人瞩
目的 《竹签沙发》，是中央美术学院老
师高扬的作品。他回收烧烤摊的废弃
肉串竹签，以手工穿插方式制成了沙
发 。 这 件 展 品 参 加 过 多 次 国 内 外 巡
展，它不仅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
色，同时也是探寻资源循环再利用的
一种艺术表达，引发更多人对低碳环
保理念的思考。

展厅二层，一组以绿色为背景、用
钩针编织“绘”成的一幅幅老人肖像格
外抢眼。这件展品名为 《肖像系列》，
其创作者是英国艺术家乔·汉密尔顿。
她曾在“波特兰之家”参与一个志愿者
项目为社会服务组织工作了 14 年，后
来用儿时母亲教自己的钩针技法，以毛
线为画笔创作关于老人的肖像。她用这
种手工技艺记录和捕捉老人们的瞬间神
态，让观众从人物肖像细致入微的面部
表情感受和认识他们。

目前，场馆里共展出了60余件充满
想象力的有关材料的展品，精心设计了
20 余处独具特色的拍照“打卡点”。毛
线、竹签、棉丝、纸张等寻常材料，被
艺术家用不同手法呈现出奇妙的艺术构
思，让观众在更为广阔的情境体验中理
解材料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及其对社会
文化的影响，继而引发深入思考和情感
共鸣。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科研管理部高级
工程师）

南池子美术馆：

展 现 材 料 与 艺 术 的 融 合 之 美
□□ 图/文 苑 楠

上图为 《竹签
沙发》展品

左图为观众正
在与 《身份挂毯》
展品互动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
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
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 双 减 ” 政 策 实 施 一 年 多
来，目前，不论是高中还是义务
教育，课程教学都在落实新的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在新背景和
新要求下，开展好科学教育，进
一步推动课堂教学从减负走向全
面提质增效，教师需要坚守好学
科立场。

深刻理解和把握学科
本质

科学教育首先要基于各个学
科教育。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学科
教学，不再是简单的知识学习，
而是要实现每个鲜活生命体基于
知识载体的价值观生成、能力养
成、品格铸成的综合成长。每个
学科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承担
着不同的核心素养培育任务。

不同学科之所以能够得以区
分，核心在于其独特的知识体系
与内在本质。开展科学教育，必
须要深度理解学科本质特点，准
确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规
律，同时不断梳理学科知识结构
及内在逻辑。教师要对所承担学
段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相关
学科体系达到融会贯通。面对科
学，必须抓牢并坚守学科底线，
要坚决防止因自己“差之毫厘”
而导致学生的“谬以千里”。

深度理解和把握生活
情境

科学源自生活，又反过来指
导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每个学科
都能找到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
地方，这是教学情境创设的来
源。比找到相关性更重要的是，
教师需要准确把握学科知识与生
活情境的交接点、融合点和差异
点，并带领学生认识和发现学科
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边界，避免学
生产生混淆。

很多时候课堂上的“跑偏”
就是因为教师没能站稳学科立
场。例如，小学数学教材在“可
能性”部分，运用了球赛裁判以
抛硬币方式决定哪个队先开球的
生活情境，并提出“公平”的概
念，指出硬币正面朝上和反面朝
上“可行性相同”，所以比较公
平。很多教师都会上“游戏公
平”一课，这里的“等可能性”
带来的公平，大致可以理解为生活中有关事件的机会公
平。如果不注意，学生就很容易将“可能实现”与“不
一定实现”之间的不对等理解为现实中的不公平。

深层理解和把握概念内涵

经过多次“提纯”的学科概念很多都是极其抽象而
枯燥的。在以机械重复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教学中，学生
靠死记硬背即能完成概念的学习，也可以应对考试。在
注重理解运用和能力迁移的当下，如果达不到真正理
解，难以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阐释解读，单靠记忆很难适
应考试变化。

破解对概念“已经意会但不能言传”的学习难题，
可以将其具象化，进行举例说明或用生活中相近的事
物、问题进行类比，辅助学生更好理解。很多概念是翻
译过来的，所以还可以查阅英语字典，通过英语单词的
其他义项来辅助理解。当然，也可以结合学科发展史，
通过了解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它。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对概念的溯源，属于更深层次的学习。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运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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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学素养
什么是数学素养？当说起“指数、对数”的时

候，大家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指
数和对数就潜藏在我们身边。2023年第3期《科学世
界》从零开始对指数、对数的基础进行通俗易懂的讲
解，还有《神奇的拓扑学》《免疫失控威胁人脑》《厌
恶心理学》等精彩篇章呈现。

嘘嘘！！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 李峥嵘李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