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睹为快

过去的2022年，在面临世纪疫情和百年复杂
变局的形势下，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持续突破，从
无垠天空到生态农林，从微观聚焦到生命前沿，
从演化谜团到能源难题……留下了一个个“中国
印记”成果，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作用
依旧稳定。

为深入宣传中国科学家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道路上取得的突出成果，由科技部高技术研
究发展中心和科技日报社共同主办的 《前沿科
学》杂志，在2023年第1期推出《2022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专辑，邀请入选十大进展完成人
与其他候选进展完成人撰写文章，展现重大难题
的研究和攻坚过程，展示其成果的创新性、战略
性和引领性。

解读2022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近段时间，小学生盘串迅速走
红。大众眼里的中老年休闲项目，
却受到小朋友们的追捧，这背后反
映出哪些心理需求？我们应当如何
看待呢？

孩子在盘什么？

一种行为的产生，必然有其背
后的需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
解小学生盘串这件事。

一是“盘”社会融入。生活在
信息社会的新生代儿童，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了解不同人群的生活方
式。玩核桃、盘手串在20年前就已
经非常流行，孩子们从祖辈、父辈
那里很容易看到这种盘玩行为，甚
至早已经“上过手”。而且，通过新
媒体短视频平台，孩子们也能很快
看到身边以外的社会万象，并有意
无意地去效仿和追随。网络流行事
件更容易成为孩子们之间的话题，
孩子天然存在的“别人有，我也要
有”的跟风心理，促进了更大范围
的传播。这也说明，孩子们不再满
足于有限的封闭空间，而是有着强
烈的与社会交流、参与更大范围社
会生活的融入欲望，这是值得肯
定的。

二是“盘”精神压力。网络视
频中，有小学生接受采访时说，同
学们都在内卷，盘串可以减压，声
音听着就很舒服。孩子的回答映射
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竞争压
力，他们也需要释放压力的途径。

有研究发现，人存在一种“自
发性知觉经络反应”。它的主要特征
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或者
感知上的刺激，使人在颅内、头
皮、背部或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
种独特的、令人愉悦的刺激感。比
如成年人在听雨声或者在掏耳朵时
会感觉非常放松，还有一些吃东西
的声音也会触发这种反应。手串碰
撞发出的清脆声响，会给人一种舒
服的感觉，从而得到精神和情绪上
的放松，原因可能就是触发孩子们
的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师长应平静看待，不鼓
励、不反对

面对小学生这一行为，家长和老师如何看待
和应对呢？基本原则应该是不鼓励、不反对，平
静看待，顺其自然。

一是发现和接受积极意义。孩子盘串本身不算
什么坏事，就像曾经流行的转笔一样，只是孩子的
一种消遣方式。从认知倾向差异看，动觉型的人本
就喜欢用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辅助学习、记忆
等，只要不沉迷，不会带来负面影响。相比过分依
赖电子产品，盘串可以称作“绿色运动”了。

医学和脑科学认为，手指活动能刺激脑髓中
的手指运动中枢，有益大脑发展。对于急躁易怒
的孩子，盘串还可以使他们静下心来，变得更加
平和。

二是避免由此带来的伤害。任何事情都应有
度，家长和老师应当对孩子盘玩场合和时间进行引
导，不能因为盘串影响上课或耽误其他重要事情。
家长给孩子购买手串时，要尽量避免可能存在有害
物的材质不明的手串，可以选择木质或其他天然材
质手串，减少可能的伤害。提醒孩子在盘串过程
中，避免用手揉眼睛、拿直接入口的食物，盘完要
及时洗手。特别要注意的是，孩子的手部骨骼、肌
肉发育尚未完成，长时间重复机械性的动作可能会
引发腱鞘炎、肌腱炎等疾病，甚至造成手部发育不
良，所以必须要控制盘串的时长。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项目主管）

近 日 ， 中 国 科 协 等 部 门 共 同 印 发
《2023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
育工作要点》，提出开展“科学家故事走
进中小学”工作试点，引导中小学生沉浸
式参与讲好科学家故事，以润物无声的方
式，让孩子在科学家精神滋养中成长成
才。在家庭中，我们如何带孩子一起在阅
读科学家的故事中，感受科学家精神？

学习坚持求实求真的精神

带孩子读书，需要考虑到孩子不同认
知阶段的理解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并通过生动的科学家故事体现出
科学家追求真理、解放思想、勤于思辨的
求实精神。

比如，中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先行者沈
渔邨院士，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尽快控
制病人的病情，总结出常温人工冬眠的治
疗法。为了摸准规律，他还经常长时间守
在病人身边，不舍昼夜。当时我国农村精
神病防治工作一片空白，沈渔邨开展农村
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试点工作，一次次下
乡调查、送医送药。有一次下乡时，天下
着大雨，雨水把他的鞋冲到了沟里，他硬
是光着一只脚走到了公社卫生站。

做学问搞科研离不开持之以恒的精
神。搞研究工作，常常是从一个个小问题
入手，进行种种设想，提出种种方案，在
各种方案的对比衡量中，采取正确的方
法。甚至要不断尝试，经历无数次失败，
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见。

阅读着这样的故事，科学家的形象跃

然纸上，让孩子们真切认识到科学家是如
何工作的。一代代的科学家不畏艰险、不
断钻研，也激励孩子接力奋斗、自强不
息，继承科学家的精神，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不断探索、锐意进取。

学习用科学的方法求真理

阅读科学家的故事，也能学习大家的
学习方法、为己所用。比如高福院士，他

是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的领
军人物，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
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抗病毒手段等
研究。他有一个随时记录自己灵感的习
惯，喜欢一边思考一边记录，疫苗研发中
的很多思想火花都是他利用碎片时间思考
迸发出来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设
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的茅以
升，曾谈到科学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最重
要的是求真理。如何用科学方法求真理？
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是分析，第三步是
归纳。他用自己的工作来举例，比如，造
桥先绘图，估计可以载重多少，建造之
后，把这些重量加上去，这桥绝不会倒
塌。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就是因为对过
去的事实进行了观察、分析、归纳，所以
得到的结论也就比较精准。这就是科学
方法。

而科学家所讲的这些方法不只是在求
学问的时候能用到，做任何事情都适用。

阅读科学家故事，不仅仅是带孩子领
略科技的奥秘、点燃对科学知识的渴望，
也激励他们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树立造福于人民的崇高理想

科学研究还要树立崇高的理想——造
福于人民。

茅以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
桥梁事业。1988年国庆，他在医院病榻上
口述了给儿子茅于润的最后一封信：“我认
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件为人民——

当然离不开为自己——值得做的事。我没
有什么财产，动产和不动产都没有，我能
留给你们的，只有我的一些言论和著作。
我希望你、更鼓励你，在安静的夕阳下，
妻女的陪伴旁，把你的音乐思想变成固体
的文字，献给祖国人民。”

时至今日，茅以升设计建造的桥依然
坚固，写下的文章依然充满豪情：“造成
的桥，就老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
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它总是
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它不怕负担重，甚
至‘超重’，只要‘典型犹在’‘元气未
伤’，就乐于接受。它虽是人工产物，但
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俨然成为自
然界的一部分。”

这样致力于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科学
家故事数不胜数。不管是被人们熟知的邓
稼先、程开甲、林俊德等科学家，还是众
多不为人知、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他们身
上都有着灿烂的光辉，都用不同的方式把
一生献给了这片热土。学习科学家的故
事，培养青少年从小立大志、弘扬不畏艰
险的科学精神，将个人奋斗与时代的发展
紧密相连。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用 科 学 家 精 神 滋 养 孩 子 成 长
□ 李峥嵘

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期间，有没
有回老家的“屯子”，有没有认识一些新
地名？是不是路过了一些“村”“庄”

“屯”，如“中关村”“石家庄”“皇姑
屯”？那么，这些常见的字眼是什么来
历，我们来探究一下。

先看看“屯”。“屯”的甲骨文字形像
是正在努力破土而出的嫩芽。嫩芽破土而
出就意味着春天开始到来了，因此，

“屯”是“春”的早期写法。“春”后来的
一些写法，如“芚”“旾”“萅”等，就是
在“屯”的基础上增加“艹 （草） ”

“日”等与春天有关的部件组成的。
“屯”还有“聚集，储存”的意思。

如：屯聚、屯集代表聚集，屯粮代表储
存粮食，鸟集兽屯用来形容像鸟兽那样
成群结队地聚集到一起。

“屯”还可以特指人的聚集。如：屯
兵指守卫的兵、屯田垦荒的军队、驻扎

军队等，屯垦指聚居垦荒，屯田指利用
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

由于村庄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因
此“屯”又引申出“村庄”的意思。
位于沈阳的皇姑屯直到清初还只有少
数几户守王公坟茔的人口散居于此，
起初叫作“黄桂窝铺”，后来随着人口
的增多，便成为村子，称之为“皇姑
屯”。1928 年，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谋
杀了军阀张作霖，“皇姑屯”的名称从
此被知晓。

再看看“村”。“村”在小篆中原本
写作“邨”。“邨”中的“屯”既表示读
音 又 表 示 意 义 ，“ 阝 ” 则 表 示 意 义 。

“屯”表示聚集，“邨”表示人聚集的地
方，并由此发展出“村子”的意义。在
隶书和楷书等字体中，又出现了“村”
的新写法，“村”的部件“木”表示意
义，意指村中一般多树木，“寸”表示读

音。后来这一写法逐渐固定了下来。例
如陶渊明 《桃花源记》：“村中闻有此
人，咸来问讯。”现在，北京乃至全国最
有名的村应当算是“中关村”。

“庄”的繁体字写法是“莊”，由
“艹”和“壮”两个部分组成，本来表示
草长得茂盛。由于村子里的草木往往较
多，于是“莊”引申出“村子”的意
思。后来“艹”和“爿”先是讹变成为

“疒”，再变为“广”，但因为“疒”与病
有关，不吉利，再加上“士”讹变成

“土”，于是“莊”就有了“庄”的写
法。目前，全国最大的“庄”应该是

“石家庄”这座省会城市。
除了“屯”“村”“庄”等，我国还

有一些地方用“店”和“铺”来代表地
名。“店”是由“广”和“占”两部分
组 成 的 ，“ 广 ” 表 示 的 意 义 是 房 屋 ，

“占”表示读音。“店”的本义是商店，
也就是用作商品买卖的房屋，后来发展

出“客店”的意义。如“驻马店”本来
是一个交通要地，因为古代来来往往的
差役传递公文、书信到此地住在客店，
并让马停下来歇息而得名。后来有用

“店”指代地名的，如河北省保定市的
高碑店市、天津市北辰区的屈店村，以
及福建省晋江市的五店市等。

“铺”是由“钅 （金） ”和“甫”两
部分组成的，“金”表示意义，“甫”表
示读音。“铺”本来指商店，后来引申指
驿站。由于这些驿站一般具有重要的地
位，于是“铺”专门用来指代地名。

总之，虽然“屯、村 （邨）、庄、
店、铺”等都可以表示地名，但还是有
差别的：“屯、村 （邨）、庄”本来和草
木有关，都可以表示“村庄”的意思；

“店、铺”本来和商店有关，并没有“村
庄”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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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多 久 没 回 老 家 那 个 “ 屯 ” 了 ？
□□ 顾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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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博物馆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初，位于德国慕尼黑宝马全球总部，是德
国访问量最大的科技博物馆之一。宝马集
团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德国
汽车科技创新史，该馆展示了宝马品牌和
产品的发展历程。2008年，博物馆改造后
重新开放，以观众为中心，不断提升观众
参观全过程的体验。目前它已接待超过
50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宝马博物馆融合了当代建筑与历史建筑
的特点，将博物馆碗形建筑与邻近的低层建

筑相连，构建了一个由汽车相关要素组成的
“交通综合体”。它的外观像一个巨大的、独
立的混凝土雕塑，由地上碗状建筑和地下三
层建筑组成，地上与地下部分通过观众坡道
相连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参观路线，观众
可以方便地到达博物馆的25个展区。

常设展览空间从原来的1000平方米增
加到5000平方米。常设展览空间包括“公
司之家”“摩托车之家”“技术之家”“赛
车运动之家”“品牌之家”“系列之家”和

“设计之家”等7个主题展区，拥有约120
件原创展品。

发动机的创新历程

汽车的动力来自发动机。宝马公司是
发动机发明者和制作者，从博物馆的发动
机藏品中，可以一窥发动机进步是如何驱

动汽车创新的。宝马公司最初依靠制造飞
机发动机起家。1917年产的BMA IIIa飞机
发动机为直列六缸布局，最大马力 185
匹，曾创下了 9760 米高空稳定运行的纪
录，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宝马在摩托车领域也取得了非凡的成
就。1936 年诞生的 BMW R5 发动机名叫

“拳击手”，为双缸结构，排量 500 毫升，
最大马力24匹，好像一个有着强劲动力和
迅猛出击的拳击手。R5是最早采用脚踏换
挡的摩托车发动机。

1936 年搭载于宝马328 跑车上的发动
机为一款六缸发动机，它是让宝马在汽车
行业扬名立万的开拓者，也是奠定宝马

“驾驶者之车”地位的起源。彼时的328和
现在的宝马3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年
被封为“世纪之车”的传奇跑车，其发动

机排量2.0升，最大马力80匹，极速为每
小时150千米，在20世纪30年代是非常了
不起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F1 进入了
V10的时代，无论在升功率、扭矩、升扭
矩、极限转速、爆发力，还是功率重量
比、燃烧效率、可靠性、平顺性上，它都
达到了内燃机的最高技术水准。2005 年，
宝马打造出当时F1赛坛最强劲的V10发动
机——宝马 P84/5，这款自然吸气发动机
成为当时赛场上的动力之王。

持续提升观众体验

宝马博物馆内部由不间断的坡道相
连，参观者可沿着螺旋式坡道步行逐层游
览，或是乘坐手扶电梯直达目的地，行动
不便的观众参观也很便利。它的历史展厅
还被设计成阶梯形式，方便观众坐下来观
看相关影片。

为了提升观众参观体验，该博物馆开
发了基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的应用
程序，可为观众提供信息咨询、路线规划
和互动体验等。参观前，观众可通过应用
程序查看该馆的公众服务、展览和活动
等。参观中，应用程序可为观众规划个性
化参观路线，生成最佳路线的交互式地
图，引导观众的观展过程，并获取有关展
区和展品的信息。

无论是对赛车运动感兴趣，还是想了
解关于汽车设计的信息，抑或是想探寻宝
马汽车的历史故事，观众都可在宝马博物
馆中获得独特的体验。它不断创新展览、
完善服务设施，践行了博物馆以观众为中
心的理念。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高级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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