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反映小升初的现实主义题
材电影 《学爸》 正在热映。这部电影
以喜剧的方式，刻画了家长花式“鸡
娃”，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进名校的焦
虑情绪。那么，在现实中，这种焦虑
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打破呢？

“损失厌恶”心理让人失去
理智

“所有人都在跑，我不敢停，我
慌。”电影中，万茜饰演的火嫂在雨中
失魂落魄地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痛
苦。火嫂是粗暴“鸡娃”的代表，每
天逼着幼儿园的小孩提前学习，甚至
不惜棍棒相加。黄渤扮演的雷大力开
始并不“鸡娃”，但是当他熬夜排队都
抢不到进入名小学的报名名额时，他
也开始恐慌。

报不上名，托不上人，就转向购买学
区房。连又破又旧的“凶宅”，都成为争
夺的香饽饽。电影中有一个戏剧冲突，雷
大力和火嫂彼此不知道大家看中了同一套
房子，隔着电话线，两个人争抢着跟房东
签约。雷大力在恐慌中加价15万买下了
房子，为此倾家荡产背上债务。没有买到
房子的火嫂痛不欲生，对她来说，失去的
不是一个破房子，而是孩子进入重点小学
的唯一希望。后来，因为学区房政策调
整，买到房子的雷大力也没有资格报名，
这套房成了烫手的山芋。

在整个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
心理——“损失厌恶”。心理学研究表
明，人们只是想得到他们觉得应该得
到的，而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因为
早逝的妻子是名校毕业，但是在成长
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打压和伤害，过
得并不快乐，雷大力原本只是想让孩
子健康快乐长大，但在损失厌恶心理
作用下，雷大力逐渐被周围的人所裹
挟，偏离了初心。

“剧场效应”最终导致无序
竞争

在报名公立名校无果之后，雷大
力又开始争夺民办小学的入学资格。
不同于公立学校，民办小学是需要选
拔考试的。于是片中出现了各种各
样、密密麻麻的培训学校和千奇百怪
的培训项目，还有培训老师带着家长
挥舞拳头大喊：“心要野，命要硬，越
努力，越幸运！”

闫妮扮演的单亲妈妈刘真真不同
于简单“鸡娃”的其他妈妈，她有一
定文化，喜欢研究各种入学政策，不
但让自己的女儿全年无休、各种能加
分的课程都报，而且还建了家长群，
每天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雷大力前
妻的妹妹，则是进入国际学校赛道的

另一种家长，不但要拼娃，还要拼家
长资源，她向雷大力解释自己的努
力，“为了看得更清楚，当前排的站起
来，后排的只能站得更高。”

剧中人的行为形象展现了另外一
个心理效应——“剧场效应”。一群人
在剧场看戏，突然有一个观众站起
来，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观众为
了看戏也纷纷站起来，有的人甚至站
在椅子上，造成无序竞争。

这就好像教育，原本大家都是就
近上学，但是有的学校利用政策建设
更好的校园、挖掘更优秀的老师、采
取各种不公平的选拔政策掐尖儿，导
致更多的家庭追捧这所学校，孩子不
断超前学习，负担越来越重。随着国
家政策的调整，教育资源更加均衡，
就会减少整体焦虑。

回归教育初心，人生不是赛
道而是旷野

想要破解焦虑心理，就要回到教育
的本质上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
是要培养健全的人、和睦的家庭关系。
如果为了孩子所谓的前途，伤害了孩子
的心灵、扭曲了家庭关系，这是得不偿
失、舍本逐末的做法。

比如说单亲妈妈刘真真一心扑在
孩子身上，但是孩子一点笑容都没
有，根本都不想跟她在一起。因此，
父母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不能把孩子
当成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在一个松
弛有爱的关系中，孩子才能自然成
长，挖掘出自己的潜力。雷大力经历
了一番折腾，最终回归初心，让孩子
快乐健康地成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生不是赛
道而是旷野。比如雷大力的儿子雷小
米，他口齿伶俐，善于演讲，在幼儿
园里成功向小朋友推销父亲浴池的保
健卡，凭借在父亲按摩店的耳濡目
染，小小年纪对保健医学也颇有实践
和心得。他的口头表达能力、领导
力、商业才能，这些都是在入学考试
中无法衡量的，但是却很可能成就自
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电影结尾，
雷大力的浴池经过一番装修，变成了
孩子们戏水的乐园，也在巧妙地暗
示：一旦我们突破了思维的局限，就
完全可能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
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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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数学和音乐的关系，人们大
多会觉得是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实则不然，数学和音乐分别作为人类
理性和感性认知的代表，数学是以数
字为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它是对事
物在量上的抽象，并通过种种公式，
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而音乐
是以音符为基本符号加以排列组合，
它是对自然声音的抽象，并通过联系
着这些符号的文法对它们进行组织安
排，概括我们主观世界的各种活动。
它们最深刻的本质都是利用有限去把
握无限。

琴弦上的完美公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这个世
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
数学公式组成。”这种说法虽然风趣，
却也深刻揭示了数学与音乐的统一。

数论之祖——希腊哲学家、数学
家毕达哥拉斯最早揭开数学与音乐关
联的面纱：传说在 2500 年前，毕达哥
拉斯偶然经过一家铁匠铺，发现4个铁
匠正在打铁，他发现声音极其悦耳进
而开始研究。

后来他用以下两个规则试图建立
起西洋音乐的音阶：1.由V→2V: 高八
度。2.由V→3/2V: 完全五度。基于此
规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乐器的调
音：以中央C为基准，设这个音的频率
是 v, 则高八度的 C 频率是 2V 高八度
G 的频率是 3V。根据以上的规则，G
的频率是 3/2V。同时，经过反复观察
和比较，他发现三根弦的发声的协调
性和弦的长度有密切的关系，三根弦
的长度比例为3∶4∶6时最为适合。

这是数学与音乐最早建立起联系
的记录。基于此，音乐与数学的交响
曲开始盛大演奏。

钢琴键盘上的斐波那契数列

斐波那契数列是 1、1、2、3、5、
8、13、21、34、 55、89 ……其规律
是每一项 （从第三项起） 都是前两项
之和。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键盘上
的琴键会发现：从一个C键到下一个C
键就是音乐中的一个八度音程，其中
共包括 13 个键，有 8 个白键和 5 个黑
键，而 5 个黑键又分成 2 组，一组有 2
个黑键，一组有 3 个黑键，而 2、3、
5、8、13 这一列数，从第三项开始，
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

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前几项，正
是由于斐波那契数列在音乐作品中所
表现出来的暂时的不平衡与局部的不
对称，使音乐更具有某种感召力和表
现力。

旋律中的黄金分割

我们所熟悉的黄金分割，在数学
中的比例关系为较大部分与整体之比
等于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之比，其比
值为0.618。而很多名曲其主题旋律的高潮部分大都被“神
奇”地安排在了黄金分割点上。

比如，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是如歌的慢板，
回旋曲式，全曲共73小节。理论计算黄金分割点应在45小
节，在43小节处形成全曲激越的高潮，并伴随着调式、调
性的转换，高潮与黄金分割区基本吻合。

再如，肖邦的《降D大调夜曲》是三部曲式。全曲不计
前奏共76小节，理论计算黄金分割点应在46小节，再现部
恰恰位于 46 小节，是全曲力度最强的高潮所在。由此可
见，人类所创造的音乐也有对于黄金分割完美的不懈追求。

音乐是心灵和情感在声音方面的外化，数学是客观事物
和逻辑思维高度抽象的产物。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说：“音乐
之所以神圣而崇高，就是因为它反映出作为宇宙本质的数的
关系。”世界上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音乐和数学就如同
是抽象王国中盛开的瑰丽之花，经过了岁月的考验与洗礼，
愈加灿烂夺目。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沈婧芳名师工作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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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航行宇宙 逐梦太空
你想不想一头扎进浩瀚的星空，在其中恣意翱翔？世界

上为什么会有宇宙？宇宙有多少颗星星……航天科技的发展
与进步，让人类探索宇宙的步伐越走越远，新时代的科技工
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在继续砥砺前行。宇
宙有什么魅力，航天工作者又取得了哪些成就？让我们跟着
2023年第8期《学与玩》杂志，一起来了解吧！

如何跳出升学焦虑的心理陷阱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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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尼 苏 达 科 学 博 物 馆 建 于 1907
年，目前位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
罗的密西西比河岸边。该馆拥有 3.44
万平方米的空间，包括一个929平方米
的临时展厅、多个永久展厅、一个零
排放科学馆，以及一个可转换圆顶综
合影院。博物馆通过实地参观、学校
活动、在线体验、巡回展览和影院电
影等形式，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一百多万观众。

科学发展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在明尼苏达科学博物馆的一层，有
一个名为“庸医博物馆”的展区，展示
着很多曾经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病的仪器。

策展人表示，早期人们对“电”的
理解有限，一度觉得充满神秘的电总是
能带来神奇的效果，并且相信给人体通
电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庸医博物馆”
展区收藏了大量可用来给人体通电的仪
器，还有一些用来拉伸、挤压人体的设
备，人们曾相信它们可以治疗某些疾
病。这些展品很多可以供观众直接体
验，亲身感受科学研究曾经走入怎样的
误区。例如展区中外观像头盔一样的

“心理测绘仪”，是亨利·拉维里发明的
自动颅相学测量装置。

18 世纪 90 年代，维也纳医生弗朗
兹·约瑟夫·加尔发展了颅相学。他认为
可以从人类颅骨的外部解剖结构推断出

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他提出人类有27
种心理官能，而每种心理官能都对应着
大脑内部特定的器官，并且他进一步宣
称可以通过测绘颅骨形状来探测大脑中
这些特定器官的大小。颅相学在19世纪
风靡一时，普通大众和文化名人中都能
找到对此理论深信不疑的拥护者。

这个“心理测绘仪”就是拉维里基
于加尔的理论发明的。当然，此理论后
来被证明难以实现目标效果。

通过仪器展示及对观众体验的引
导，“庸医博物馆”展区传达着这样一
种理念：科学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正
确，科学研究的过程既是生产新知识的
过程，也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科学不仅教会人们知识，还有
反思

人们相信科学是破除迷信的关键利
器，理性的认知和实证的方法往往能够
让愚昧的观念遁形。但是，当迷信披上
科学的外衣骗取公众时，人们往往难以
招架。尽管诸如人体通电、拉伸等奇异
的治疗手段，后来已经被证明实际上对
人体有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人
频频利用这些看起来很“科学”的仪器
进行诈骗。

这正是“庸医博物馆”展厅试图传
达给观众的第二层含义：科学教会人们
的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有反思，并非所

有被冠以“科学”之名的东西就是真科
学，因为它们很有可能是伪科学。

勇于正视科学研究中曾出现的

错误
“庸医博物馆”展区曾受到非常大

的争议，数次被讨论是否保留，因为策
展人和工作人员们担心：观众有辨别科
学真伪的能力吗？一旦他们在参观该展
区后错误地相信人体通电真的可以治疗
疾病，会导致怎样的严重后果？又该怎
样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经过反复争论，博物馆还是决定保留
这一展区，希望通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
来尽可能降低观众对展示内容的误解。

同时，也是向公众传达第三层含
义：大家需要正视科学真实的历史，传
达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就是说，用科
学的态度来面对科学研究曾经出现的错
误，并且勇于坦诚地向公众公开事实，
引导他们用更加理性、客观的视角看待
科学事业。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

明尼苏达科学博物馆：别出心裁晒“庸医”
□ 文/图 李 响

暑期，合肥工业大学民族班组
织了一支由少数民族同学构成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指导老师的
带 领 下 ， 团 队 赴 研 学 基 地 实 地 学
习 ， 不 仅 深 入 了 解 徽 茶 文 化 的 特
点，实践采茶制茶全过程，还展示
了多民族不同的茶饮，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把成果
带 到 社 区 ，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公 益
活动。

近日，团队来到合肥市蜀山区
锦绣社区蓬莱居委会。队员们身穿
民族服饰，分别介绍了具有民族特
色的茶工艺品，讲解自己家乡的茶

饮特点，请社区的小朋友们品尝各
种茶饮。队员们还组织小朋友们开
展了茶主题的绘画活动，不仅让小
朋友们更形象地学习了解茶文化，
也锻炼了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

参与公益活动的社区居民和孩
子及家长都表示非常受益，并希望

以后多组织这样的科普活动。活动
指导老师、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陆琳
说，社会实践是大学生非常重要的
第二课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要从娃娃抓起，这种“大手牵小
手”的活动，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弘
扬更具有重要意义。

左图为队员们在展示新疆奶茶、广西油茶、内
蒙古奶茶等民族茶文化。

右图为社区小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
（王堃宇 陆琳 摄）

大 手 牵 小 手 ， 大 学 生 送 茶 文 化 进 社 区
□ 张 鹏 张雅智 杨梓艺

明尼苏
达科学博物
馆 一 层 的

“庸医博物
馆”展厅。

电影《学爸》上演家长花式“鸡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