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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1777 年出生于德国布伦瑞克，1855
年逝世于哥廷根。他是德国著名数学
家，享有“数学王子”之称。他还在
电磁学、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等领域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初显数学天分

高斯出身贫寒，母亲曾做过女
佣；父亲曾做过园丁、商人的助手和
一个小保险公司的评估师。

高斯7岁开始上学。10岁时，进
入了当地首次创办的数学班。一天，
数学教师布特纳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
题：1+2+3……+100等于多少？高斯
很快就把写有答案的小石板交了上
去。布特纳不相信高斯能在这么短的
时间就算出了正确答案，对高斯说：

“你一定是算错了，回去再算算。”高
斯非常肯定地说出了答案“等于
5050”。同学们都惊呆了，问他是怎
样算出来的。

高斯解释说：“1+100=101，2+
99=101……50 + 51=101。 从 1 加 到
100有50组这样的数，所以50×101=
5050。”

一位年仅 10 岁的孩子，能独立
完成等差数列求和的数学题实属很不
平常。布特纳因此对高斯刮目相看，
他特意从汉堡买了最好的算术书送给
高斯。后来，高斯与布特纳的助手巴
特尔斯建立了友谊，并由此开始了真
正的数学研究。

公爵资助成就天才

1788 年，11 岁的高斯进入了文
科学校。在新学校里，他所有的功课
都极好，数学和文学尤为突出。高斯
14 岁时，巴特尔斯等人把他推荐给
布伦兹维克公爵，希望公爵能资助这
个聪明的孩子上学。

于是，布伦兹维克公爵卡尔·威
廉·斐迪南召见了高斯。这位朴实、
聪明但家境贫寒的孩子得到了公爵的
青睐，公爵慷慨地表示：愿意做高斯
的资助人，让他继续学习。

1792年，高斯进入布伦兹维克的
卡罗琳学院继续学习。1795年，公爵
又送他到德国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学
习。1796 年，19 岁的高斯发明了正
十七边形的尺规作图法，解决了自欧
几里得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同
年，证明并发表了二次互反律。

1799年，高斯获得黑尔姆施泰特
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家乡。为了资
助高斯继续进行研究，公爵承担了他
的全部生活费用，并于 1801 年为他
印刷了《算术研究》。

公爵的资助，在高斯的成才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高斯在他的博士论文和《算术研究》中，写下了
情真意切的献词：“献给大公：你的仁慈，将我从所有
烦恼中解放出来，使我能从事这种独特的研究”。

成果宁可少些，但要成熟些

高斯的工作态度是精益求精，他曾说过：“宁可少
发表，但发表的论文必须是成熟的成果”。其中一个有
名的例子，是关于非欧几何的发展。非欧几何的开山祖
师有三人，高斯、洛巴切夫斯基和波尔约。波尔约的父
亲是高斯大学的同学，波尔约沉溺于证明平行公理，并
发表了研究结果。老波尔约把儿子的成果寄给老同学高
斯，想不到高斯却回信道：“我无法夸赞他，因为夸赞
他就等于夸奖我自己。”原来，早在几十年前，高斯就
已经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只是怕不能为世人所接受而不
曾公布。

高斯的研究领域，遍及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各个
领域，并且开辟了许多新的数学领域，从最抽象的代数
数论到内蕴几何学，都留下了高斯的足迹。

高斯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一生。在他的成长过程
中，社会资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不计名利、科
学严谨、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则是他取得令世人瞩目
成就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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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揭秘“亡命天涯”的黑洞
一个超质量黑洞，在星系际空间横冲直撞。如果

它在太阳系中，那么它只需14分钟就能从地球飞到月
球。在这个质量可能相当于 2000 万个太阳的黑洞后
面，跟随着长达 20 万光年 （相当于银河系直径的两
倍）、主要由新生恒星形成的一道“凝迹”。科学家
说，他们在取得这一新发现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壮观
的宇宙奇观。那么，这样的奇观缘何产生？2023年第7
期《大自然探索》与您一起探索宇宙奥秘，感受探索
未知宇宙的奇妙乐趣！

随着暑假的到来，亲子出游如火如
荼。在这波带孩子出游的高峰中，如何
安全、健康地在玩中学？

安全教育放第一

游玩，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安全。
人身安全、交通安全、活动安全、饮食
安全、信息安全、心理安全……这些均
不可忽视。跟团游，要选择有资质的机
构，了解带队老师的水平；几个家庭结
伴游，要购买意外险，做好监护分工；
小家庭出行，更要做好安全攻略，不带
孩子去不适宜年龄的场合。

例如，随着暑期温度和旅游市场的
急剧升温，中暑游客数量显著增加。北
京西城急救中心站近日抢救的中暑患者
中，就有一名到北京旅游的8岁孩子，连
日高温突破40摄氏度，而他的行程却安
排得满满当当。暴晒叠加疲劳，孩子很
快便出现头晕、发烧等症状，好在抢救
及时，脱离了危险。

带着孩子出门避暑，要远离山洪多
发地。2022 年 8 月 13 日，四川彭州市山
洪灾害致7人死亡。洪水暴发前，很多人
在河道中游玩避暑，还有家长带孩子在
河道中搭建帐篷。洪水突然从上游急流

而下，游玩的人反应不及时，被山洪困
在水中，甚至直接被洪水冲走。而一位
父亲抱着孩子被洪水冲走的视频，让人
心疼又叹息。

应对的方法是要看安全提示、天气预
报，尽可能远离热门景点，或者错峰出行。

心态放松勿急功近利

无论是报团还是自助游，家长都要
花时间和金钱，难免抱有期待。但不要
指望孩子通过几天的游学，能够发生脱
胎换骨的转变。暑期游，以游为主，以
学为辅，以游促学。目标不要太明确，
不妨模糊一点，把握大方向。不要求孩
子必须交出一个成果，带着太重的学习
任务和思想包袱，容易导致逆反。

亲子出游的价值重在情感交流，一
起在游览中解决问题，锻炼的是认知能
力。计划再周密也会有意外情况，这时
能不能保持冷静，想出解决方法？比如
遗漏了东西、错过了班车，怎么补救？
是相互埋怨，还是积极想办法？这个过
程就是考验对意外的认知，以及遇到问
题之后怎么解决。

出游是跳出熟悉的环境、习惯性的路
径依赖，在陌生环境中给予更多感官的刺
激，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产生新的认识。比
如说每天学习匆忙，很少抬头看天看云。
坐在山里，微风吹拂，看云去云来、花开
花落，心态变得沉静。再比如，到不同地
方看到人间百态，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求同存异，增进换位思考的能力。学习效
果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游玩也是研究性学习

游玩其实也是一个信息筛选的过程，
比如选择去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什么
路线和时间最合适？和孩子选择的过程就
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然后拿出一个方案；还要准备应急备
用方案，最后在实践中去验证。

比如说，暑期去海边避暑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也是去福建平潭看海上“蓝
眼泪”景观的好时节。夜晚，绵长的海
岸线出现蓝莹莹的微光，在海浪的拍打
下一闪一闪，如蓝色眼泪奇幻美丽。家
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研究，蓝眼泪出现的

原因是什么？如何找到观看的最佳时间
和路线？如何防范安全隐患？

亲子游也可以是研学，目的是培养
孩子具有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态度，
让孩子从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到科学研究方
法，获得丰富、多样的体验。

亲子游，是一种感受、一种体验，
体验不同环境里的风土人情、自然风
光，体验在矛盾冲突中平衡相处的技
巧，在积极的气氛中增加生活的磨炼、
提高自主决策的能力，培养换位思考的
思维习惯，增加无形的精神财富，也留
下一份终生难忘的回忆。

（作 者 系 科 普 作 家 、 金 牌 阅 读 推
广人）

暑 期 亲 子 游 如 何 玩 中 学
□□ 李峥嵘

走进北京和泉州，新疆学子开展主题研学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琼）“站在天安

门广场，我充满力量。我的爸爸妈妈和
亲戚朋友都没来过北京，没见过这样壮
观的场面。回到家乡后，我要将所见所
闻分享给他们。”从新疆来到北京，观看
升旗仪式后，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

的学生感到很骄傲、自豪，他们非常庆
幸能参加研学旅游活动。

7月12日，为期12天的“泉昌情 心
连京 丝路缘”主题研学旅游活动圆满结
束。活动为孩子们定制了爱国主义教
育、国防教育、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研学主题，来自新疆昌吉市各中
小学的90名学生代表，探寻了北京、泉
州两地之美，增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对
援疆省市的了解。此次活动丰富了学生
暑假生活，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关心社会
发展、进行科学探究的兴趣。

在北京，同学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
各族人民一起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国
旗仪式。当升旗号角吹响，同学们共唱
国歌，注视国旗缓缓升起。观看升旗仪
式后，同学们还到鸟巢、天坛、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

背上小竹筐、戴上小竹帽，变身
“小茶农”。7月8日，学生们来到福建省
泉州市德化县江山美人茶园，动手采
茶，参观制茶场所，学习茶礼，体验传
统茶文化。学生们在研学老师的指导
下，边学边练，体验采摘的乐趣。“原来
茶叶要经过这么多工序，才能制作出
来。采茶工人每天采茶种茶的辛苦，真

不容易。”昌吉市六工镇中心学校六年级
学生郝晨菲说，她和小伙伴们通过这次
活动，充分感受到了茶文化的魅力。“我
们带学生来参加采茶活动，主要是为了
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培养学生
的实践动手能力，让他们多亲近大自
然。”研学带队老师韩英娟说。

同学们还走进德化县如瓷生活文化
馆，感受陶瓷传统文化魅力。他们亲手
制作陶瓷和彩绘，体验了陶艺制作的全
过程。

在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学生们感受
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情
感；步入泉州非遗馆，一个个活灵活现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同学们切实感受
闽南传统文化的魅力，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意义；漫步在著名的跨海梁
式大石桥——洛阳桥上，同学们在感受
着夏日的江边美景同时，也对泉州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有了更深的认识。

左图为孩子们在泉州茶
园体验采茶。

上图为孩子们在北京参
观鸟巢后合影。

（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巴黎发现宫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大宫”的西翼，是巴黎科学普及的标志
性场所，开馆80多年间，共接待了35万
海内外观众。1937 年，法国著名物理学
家让·佩兰，在主办“现代生活中的艺术
与技术”国际展览会期间创办了发现
宫，2010年1月被并入科学工业城。发现
宫通过策划科学主题展览、举办科学演
讲和实验活动等，激发公众好奇心，促
进其更好地理解科学，增进他们与科学
的联系。

策划科学主题展览

发现宫开馆以来，共推出了44个短
期展览项目，展览主题涉及科学家、科技
前沿和热点、科学与艺术等。其中，科学
家主题展办得尤为精彩，深受观众喜爱。
这里曾推出过法国化学家拉瓦锡、英国化
学家戴维和法拉第、意大利科学家列奥纳
多·达·芬奇等科学家主题展。

其中为纪念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路
易斯·巴斯德，发现宫先后举办了两个
展览——1953 年的“巴斯德在特拉维夫
逝世五十周年”和 2017 年的“巴斯德，
实验者”。

“巴斯德，实验者”展览采用独特的
戏剧展示方式，按照巴斯德生平的重要
时间段设计了6个主题剧目，让观众沉浸
式见证他的生活环境和科学发现过程。
比如，在序幕中，通过科学家的半身
像、动画和声音等，重现了巴斯德的早
期生活。展览向观众展示了巴斯德在研
究同分异构现象、发酵、疫苗和细菌培
养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以及他开辟微
生物生理学新领域、创立微生物学基本
研究方法的杰出工作。此外，观众还可
通过互动游戏“奇迹时代”，了解19世纪
的其他重要科技进展，如电报、麻醉

术、化学元素周期表等。

举办科学演讲

发现宫不仅通过展览向观众展示科
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还通过举办科学演
讲的方式，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19
世纪英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法拉第是科学
家从事科普的先驱者，他多次面向儿童
和普通公众进行科学演讲。受法拉第启
发，发现宫的讲解人员开始面向观众科
学演讲。不过当时他们大多是短期雇用
或借调的科研人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
正式职业——科技辅导员。

科学演讲的内容及方式也逐渐发生
了很大变化：演讲者不再身着白大褂，
演讲时长从1960年的20分钟增加到一小
时甚至更长、观众从站着听变成了坐着
听……发现宫科学演讲大多被安排在参
观线路上的半开放空间，观众可随时加
入，不需要预约。

开展实验活动

发现宫在4个房间开设涵盖七大主题
的科学实验活动，包括化学、地球科
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
数学和天文学，观众可在发现宫官方网
站预约参加。这些活动集科学学习、交

流和娱乐于一体，化学反应、机器人、
天体漫步和数学娱乐等实验活动，尤其
受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目前发现宫正在更新改造，计划于
2025 年重新开放。改造后的发现宫将更
加关注交叉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
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加强与研究机构的
合作，大力支持科学家开展科普，让观
众走近科学、理解科学，培养其批判性
思维；开发观众喜爱的科学实践活动，
如黑客马拉松、与年轻科学家交流等。

发现宫是一座科学发现的宫殿，每
位观众都将能够在丰富的科学主题展
览、科学演讲和实验活动中，经历独一
无二的发现之旅；发现宫是一座没有围
墙的博物馆，每个人都可以在开放空间
中，探索自己感兴趣的前沿科学；发现
宫是一座连接观众与科学家的桥梁，让
科学家成为重要的科普力量。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高级
工程师）

巴黎发现宫：

让 公 众 更 好 地 “ 发 现 ” 科 学
□ 文/图 苑 晓

图为发现宫的观众服务大厅。

时至暑假，很多教师都在复盘上一
学期、学年的教学工作。目前非常明确
的是，教师的“教”最终是为了促进学
生的“学”。那么，如何通过转变和优化

“教”，来提升课堂质量和学生的实际获
得呢？

充当好“中间人”的角色

教师是知识和学生的“中间人”，某
种意义上说，知识和学生是教师需要连
接的两个端点，学生获取知识、增长能

力需要教师的衔接、转化与“撮合”。
作为“中间人”和“撮合者”，教师

需要对两端都有充分的了解，一方面要
持续深度地梳理学科知识框架，熟知框
架下各个知识的连接关系，弄明白知识
背后的学科逻辑，不断追求对学科知识
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学
生，知道学生的个体特点，尽量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教学活动的针对
性和适切性，让自己“教”的内容、方
式是自己学生真正需要的。

模拟好学生的学习过程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和课堂的主人，
学习只有真实发生在学生身上才是有效
的。教师需要考虑，甚至是模拟学生在
课堂上将如何学习，如何从未知走进已
知。这一思考角度影响着教师对课堂的

设计思路、实施方式，影响着学生的获
得程度。

学习需要情境、需要探究、需要合
作、需要应用转化，所以“教”的方式
也要去转变，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
现实情况又普遍不尽如人意。备课时，
教师可以尝试找回自己当年的学习记
忆，把自己放回学生时代，再加上长期
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了解，有助于教师
更好地从知识学习角度去理解学生，为
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设计好课堂学习方案

基于课程教学目标，面向所有学生的
整体学习方案，需要教师为主进行设计。
但要注意的是，课堂学习方案不是教师如
何将知识讲完的方案，而是从学生角度设
计的，包括目标、方式、路径、评价在内

的学习过程方案。以促进学生“学”为指
向的教师“教”，意味着教师要在备课时
将学生的学习过程前置思考，寻找衔接知
识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课堂学习情境，设置
学生感兴趣、爱参与的学习活动，模拟学
生如何学习更为有效。

这样一来，课堂便是学生学习方案
的实施、调整与验证的过程。学生能够
在情境帮助下习得知识，并能够利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提升能
力、形成素养。

总之，课堂教学要将促进学生的
“学”作为目的，不断走向学生，从学的
角度改进“教”，让自己的“教”在促进
学生“学”的过程中实现最大价值。这
也是深化“教学评”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运营部
部长）

“ 化 身 ” 学 生 以 教 促 学
□ 张记书

7 月 9 日，
在安徽阜阳科技
馆展厅，孩子在
家长陪伴下进行
参观体验。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