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政策有效减轻了学生学习负
担，促进学校优化了课程教学供给。在教
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是对巩
固“双减”成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出
的更高要求。科学教育包含了科学知识、
科学观念、科学价值观、科学方法、科学
精神和科学道德等多项内容，是提升人的
科学素养的教育。开展科学教育是培养未
来人才，特别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必备内容。

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科学教育，课堂
依然是主阵地。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应当
不断转变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完
成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建立起科学的思
维方式，初步掌握科学的探究方法，并应
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好科学与自身成
长、社会发展的关系。

情境中建立关联，激发学生兴趣

学生在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对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的一些基本认识，这些认识有些
是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错误的。对于学生
正确的认识，我们要通过更加科学、系统
的学习过程，帮他们建立起知识体系。对
于学生错误的认识，要予以纠正。不论认
识正确与否，都是学生基于自身经验的学
习前概念，是他们开展新学习的重要基础。

情境是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与生活、知
识与知识之间联系的桥梁。创设课堂情
境，就是找到学生熟悉的场景，使知识不
再独立、凭空、突兀地出现，让学生通过
已有的前概念去学习新知识。情境有助于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起他们对科学
知识的好奇，以更积极的状态参与到学习
之中。情境的创设需要尽量扎根于学生的
实际生活，在学生熟悉的真实场景中融入
学科知识。如有必要，情境中可以打破教
材章节束缚，更加顺畅地建立知识间的联
系，形成知识链、知识面和知识网。

活动中达成目标，强化自主探究

经历过的事件才会留下更加深刻的记
忆，学习需要学生的身心体验。合理有效
的课堂活动，就是学生课堂上经历的学习
过程。课堂教学要基于情境和学习目标设
计活动，利用活动规则引导学生开展探
究，辅助学生思考。活动可以让学生亲身
经历自我生成知识的过程，产生深刻的学
习体验。

学生在活动中相当于以一个科研工作
者身份，体验应用已有知识解决未知问题
的过程。教师的职责是运用自己的经验，
为学生设计学习方案，提供学习支持。学
生自主完成学习任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正是新课标所倡导的创新型人才所应
必备的能力。活动中，学生可能会出现一
些奇思妙想，教师不应该简单否定，要留
出足够的空间，鼓励他们自主研究验证，
保护学生对科学的探索欲，避免出现学生
等着教师灌输的被动状态，使知识的形成
过程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主体经历。

团队中促进成长，提升科学素养

与同伴的交流能够促进学习的发生及学习成果的固
化。学习科学特别强调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体到课堂上
就是团队学习。团队学习有助于学生相互交流观点，促进
不同个体思维的流动和交锋，深化学习的效果。同时，合
作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学素养和一个人的优秀品质。

为了提升课堂学习效果，团队设置应当综合考虑成员
的成绩水平和能力特点，做到成绩接近、个性互补。成绩
接近可以保证学生思维大体在同一水平，避免个别同学的
单向输出，个性互补可以让学生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如
善于表达的可以当汇报员，书写工整的可以设计展示材
料。团队合作及合作成果的展示汇报，以及基于汇报的补
充、质疑、互动交流，既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反馈，
又有助于学生不断形成科学态度和科学责任，提升自己的
科学素养。

总之，在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助燃学
生科学探究和思维碰撞的火花，点亮学生心中的科学
灯塔。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第六中学物理教师）

近日，两则新闻冲上热搜。第一则
新闻是某大学生对高中女同学“P图造
谣”，经查实，其违法行为属实，警方
做了行政处罚，该大学生被开除学籍；
第二则新闻是因为染粉色头发而遭到网
暴的杭州女孩患抑郁症自杀了。这两个
事件都与网络暴力有关。网络时代，如
何教育孩子正确社交并应对不良行为？

网络暴力背后的五种心理
因素

网络暴力是暴力的一种，是指借助
互联网这一载体，对受害者进行谩骂、
抨击、侮辱、诽谤等，并对当事人的隐
私、人身安全及正常生活造成威胁或某
种不良影响的行为。

为什么网络暴力层出不穷？我们可
以从几种心理效应来分析。

第一种是放大效应。在人群中有一
定比例的边缘型人格，有的人是因先天
基因缺陷，缺乏共情能力，表现为偏执
型人格或者变态人格；有的人是因童年
受过虐待或大脑受过伤害，镜像神经元
发育不健全，无法对他人感同身受，甚
至以让别人痛苦为乐。虽然这种人占比
很少，但是因为网络的快速传播和放大
效应，其不良行为容易成为舆论热点。

第二种是踢猫效应。有的人在现实生
活中很懦弱，就通过网络来发泄情绪，转
移愤怒。这就像一个孩子受了大人的欺负
后，就去踢小猫的行为一样，这种对弱于
自己的对象发泄不满情绪而产生的连锁反
应，就叫“踢猫效应”。这是一种典型的
逃避现实问题而欺负无辜者的负面情绪的
传染。

第三种是松绑效应。有的人在生活

中表现很善良，但是在网络上，因为缺
少规则的约束，加上网络的隐蔽性和匿
名性，阴暗面容易被释放出来，这就是
所谓的松绑效应。

第四种是羊群效应，也就是从众心
理。现实中也有这种情况，人云亦云，
尤其是在网络上一旦形成浪潮之后，对
受害者极其苛刻、极尽挑剔，就好像加
入了一场盲目的狂欢。

第五种是晕轮效应，指在人际知觉
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

印象。网络上部分营销号为了吸引流
量，精心挑选一些奇葩言论，恶意放大
一些极端因素或者偶发事件，拱火、挑
事、带节奏，引发骂战和冲突。而围观
吃瓜群众只看到被挑出来的某一方面的
特征，从而忽视或者掩盖了其他特征，
造成人际认知上的缺失。

培养良好心态 正确应对网络
社交

青少年群体如何培养正确的网络人

际交往方式，如何面对网络社交中的暴
力问题？

第一是要增强法律意识。网络不是
法外之地，父母应教育孩子在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一样有礼仪、礼貌和理性。
不做造谣生事者，不做忍气吞声者，不
做袖手旁观者。一旦受到伤害，要及时
固定证据，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让造谣
的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第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自我保
护。比如，未成年人尽量不暴露自己的
正面照和自己的真实信息，发照片时不
显示位置，不随意点击来历不明的链
接；开启网络青少年模式，学会向平台
投诉，拉黑禁言负面的言论。

第三，提高心理素质，客观认识
网络世界。教育孩子增强包容性和对
多元化的理解，不轻易评判他人的外
貌、着装打扮和行为，这是一个文明
人应有的修养。如果对方攻击我，那
是他的品行问题。

第四，增强现实感，不沉溺网络社
交。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评论，但
是我们可以控制自我的曝光度。如果自
己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那么就要尽量
减少在社交网络发布信息，甚至干脆卸
载不必要的社交媒体，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到真实的社会里。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
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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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地理

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和重要节气
之一，清明节自古就受到重视。古人以
清明为题材，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黄莺乱啼门外柳，雨细清明后”……
这些诗词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和
文化内涵。

清明时节为什么雨纷纷

唐朝诗人杜牧所写《清明》可谓妇
孺皆知，那么，为什么“清明时节雨纷
纷”呢？

清明时节，正值暮春三月。太阳直
射点向北半球移动，北半球各地的正午
太阳高度角逐渐增大，地面所接受到的
太阳辐射也逐渐增多，大地回暖，气温
上升。原来控制我国大陆、来自蒙古-
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开始减弱北退，而
盘踞在海上、来自西太平洋高压的暖湿
空气则趁机北上。

虽然冷空气总体上开始减弱北撤，
但仍有些冷空气会继续南侵，从西伯利
亚经蒙古、华北进而折向长江流域。与

此同时，南方的暖湿空气不断增强北
上。因此，南下的冷空气与北上的暖空
气在长江流域相遇，较重的冷空气楔入
到较轻的暖空气下方，将暖空气从下方
抬向高空。暖空气中所含的水汽到了高
空因温度降低凝结，成云致雨，形成阴
雨天气。

此时，东亚大气环流正处于转型之
中，小低压槽与小高压脊不断增多。常
常是一场阴雨刚过去，另一场新的阴雨
又袭来。“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成了长
江流域典型的天气特征。

种瓜点豆，为什么在清明前后

雨水是农作物丰收的重要保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唐朝诗人杜甫 《春
夜喜雨》中的诗句精彩细腻地描绘了一
场夜间春雨随风无声无息地落下，滋润
万物的景象。《诗经·小雅·大田》 中的

“有濞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更是生动刻画出了阴云兴起
布满天空，绵绵细雨慢慢就下了起来的
景象。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时节，
正是长江流域水稻育秧等春耕播种季
节，连绵阴雨会导致日照稀少，气温偏
低，往往容易造成早稻烂秧现象，影响
着全年农业的产量。而“春雨贵如油”
则是华北地区的生动写照。冬小麦的生
长拔节期到孕穗期，需要一定的水分，
春雨会缓解农作物生长水分不足的矛
盾，正如农谚所说：“四月逢春雨，麦
收有保证”。但是，如果雨水过多，也
容易诱发条锈病、赤霉病等农作物
病害。

东北、西北和内蒙古各地则有“清
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的说
法，意思是到了清明节，天气还有不确
定性，可能还会出现少量降雪。

为什么在这个时节踏青赏春

清明，扫墓祭祖、悼念先烈。美国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祭礼
是图腾崇拜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是人类
对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然界各种现象的
超自然力所表示的尊重、崇敬和惧怕。
祭祀的过程也是情感由对死亡的讳忌与

恐惧，逐步向对生命的敬重和感激转变
的过程。积极参加清明祭祀活动，有利
于培养青少年认识生死、敬畏生命的
意识。

宋朝宰相文彦博说：“桥边杨柳垂
青线，林立秋千挂彩绳。”清明时节，
轻寒乍暖，天气才晴又雨，几许繁红嫩
绿。人们除了祭祀，还会外出踏青、放
风筝、荡秋千等。踏青赏春，感受大自
然的美好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
引导青少年树立乐观生活、善待生命的
人生态度。正如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
丝·赫勒所说，人的情感的形成和发
展，离不开生活世界。

清明时节雨纷纷。雨是大自然的精
灵。慎终追远，清明有着丰富的文化意
蕴。春意盎然，万物萌动，我们拥有了
更多的诗与远方。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
学教师）

踏 青 时 节 ， 从 古 诗 词 中 读 懂 自 然
□□ 罗明军

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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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和金丝猴这对中国“双宝”，在全世界拥有众
多粉丝。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COP15大会上，大熊猫
和金丝猴作为“中国符号”亮相，其相关集邮作品、照片
和文创产品像拥有魔法一般，深深吸引了与会者。

今年是大熊猫和金丝猴科学发现154周年。100余年间，
我们对大熊猫和金丝猴有了什么科学新发现？为什么说保护

“双宝”亦是在保护更多野生动物？2023年第4期《大自然探
索》携手“双宝”文化传播者薛康与热爱知识、热爱科学的
你，共同在中国“双宝”文化之旅中探索大自然的魅力。

守护“双宝” 守护自然

4月5日是清明节。清明是我国的一
个传统节气，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是在清明节扫
墓，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那么“清”
和“明”两个字的来历是什么？

先看看“清”。从字形来看，“清”
是由“氵”和“青”两个部分组成的。

“氵”是“水”的变形，表示“清”的
意义；“青”表示“清”的读音。因
此，“清”本来的意义是水纯净而没有
杂质，与“浊”相对。

例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缨。”“空山新雨后，清泉石上流。”“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后来“清”也可以指其他液体、气
体乃至固体比较纯净，不含有杂质。

“清醇”指清澈纯正，如“酒味清醇”
“空气清醇”；“清汤寡水”形容汤或菜
肴里面由于油水很少而味道不好。

“清”的范围扩大，还可以用来指
周围的环境中没有混杂的声音，也就是
安静。例如：清静、清幽、冷清、凄
清、清闲。

“清”还可以用来表示比较单一的
活动。如“清茶”可以用来指只备茶水
而不备其他点心食品，“清唱”可以用
来指没有音乐伴奏的演唱。

因为没有杂质，所以“清”还可以
表示明晰，也就是使人明白。如：清
楚、清晰、清醒。

如果物品太多，想要清晰明了，就
需要好好整理，所以“清”有“彻底整
理或检查”的意思。例如：清理、清
查、清仓。

“清”还有“详细登记”的意思，
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加清晰。例如：清
册、清单。

如果有混杂的物品，就要处理掉，
所以“清”还有“清理”的意思。例
如：清剿、清君侧。

除去了杂质，物品往往就会清洁，
所以“清”还有“洁净，纯洁”的意
思。例如：清洁、清爽、冰清玉洁。

“清”还可以指为人处世的公正廉洁。
例如：清正、清廉。

再看看“明”。“明”在甲骨文中有
多种写法。有的写法是由“日”和

“月”两个部分组成的，且“日”的字
形可左可右，会合了“日”和“月”的
意义，表示“明亮”的意思；还有的写
法是由“冏”（窗户） 和“月”（月光）
组成，表示月光通过窗户照进来，因此
也是“明亮”的意思。

“明”在“明亮”的基础上又引申
出多个意义。一是清楚，例如明白、明
晰；二是懂得，例如深明大义、不明事
理；三是公开，例如明说、明处；四是
能够看清事物，例如耳聪目明、眼明手
快；五是聪明睿智，例如贤明、明哲
保身。

巧合的是，“清”和“明”除了上
面的意义之外，还都可以作朝代名和
人的姓氏，只是这两个姓氏都比较
少见。

唐代的孔颖达这样解释清明节的名
称：“清明，谓物生清浄明洁。”在清明
节时，万物生长，春意盎然，大地清洁
而明净。清明节不但体现了我国尊卑有
序、尊老爱老的传统文化，也是人们亲
近和了解大自然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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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 明 ” 的 由 来
□□ 顾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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