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位父亲在家长会上的发言冲
上热搜，感动了万千家长和孩子。这位父
亲说，自己的儿子目前是“学渣”，但仍
相信他有美好的未来，他完全可能成为国
之栋梁。这位家长也让我们思考，家长会
上，父母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好地激励孩子
成长？

维护自尊心：正确看待不足

家长会，是家庭和学校之间一种重要
的沟通渠道，老师和家长面对面交流孩子
的情况，帮助孩子查漏补缺、取长补短。
但是，长久以来，以名次排座次、以成绩
论优劣的做法，导致家长会成了“学霸”
家长的表彰会。“学渣”“后进生”的家长
往往如坐针毡，如果被老师单独点名、留
堂私谈，那更是颜面扫地，回家后难免恼
羞成怒，各种“修理”孩子，让家里变得

鸡飞狗跳。
新闻中的“学渣”爸爸之所以让人感

动，是因为他不让孩子轻易被定义，而是
本着全面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在成长中
的“落后”或者“不足”，充分肯定孩子
的价值，呵护孩子的自尊心。

在肯定完孩子之后，这位父亲特意表
明自己高级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使得在场
的老师、家长和同学们都更相信他的专业
判断。父母的认可和接纳，让孩子感受到
尊严和价值。一个高自尊的人不轻易放
弃，才能在挫折面前具有所向披靡的
勇气。

激励进取心：巧妙表达建议

孩子在学校学习，当然要被考试所检
验、被学习目标所限制，也不可避免会跟
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表现进行比

较，无形中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家长在听到老师的批评、表扬或者建

议之后，不能一五一十甚至变本加厉地转
达给孩子，这样无形中给孩子施加了巨大
的压力，而是要巧妙地加以转化，正面激
励孩子。

家长转达老师的意见也可以用乐观
的方式，比如说把“不思进取”转化成

“保持稳定”，“磨磨蹭蹭”改成“小心谨
慎”。当老师批评孩子粗心，家长就换一
种正面方式说：“你可以再细心一点。”
或者直接给出改进方法，例如：“老师说
你做题很快，但容易看漏题目要求，我
们可以用圈出重点的办法来提醒自己注
意。”如果老师批评孩子上课过于活跃，
扰乱课堂纪律，家长可以温和地说：“你
积极回答问题，说明你在认真听，但别
忘了，发言之前要先举手。如果老师没

有叫你回答，你可以在心里说，然后听
听别的同学发言。回家后，也可以跟爸
爸妈妈说说你的想法。”而老师的表扬，
一定要“大张旗鼓”地转达，会让孩子
深受鼓舞。

无论老师给孩子什么样的评价，家
长都不要轻易贴标签，而是要有笃定的
内心，保持稳定的情绪。转达意见时，
要充分照顾孩子的自尊心，聆听孩子的
想法，寻求解决方法，表达对孩子正面
的期许，鼓励他积极向上。同时，也要
向新闻里的那位父亲一样，积极表达对
学校和老师工作的认可，为孩子在学校
赢得相对宽松的环境。

保持平常心：摒弃不当比较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不能简单
以分数论英雄。牛顿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出
色；爱因斯坦四岁才能流利说话，甚至被
老师认为是“笨学生”；袁隆平在读大学
的时候允许自己在某些科目上及格就好，
还编了考分的歌谣：“三分好，三分好；
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当
时的满分是五分，三分就是现在六十分及
格的意思……但是，他们都在自己喜欢的
事物上如醉如痴，并在擅长的领域持之以
恒地钻研。

科学家发现，人的大脑发展有快有
慢，有优势领域也有相对劣势的领域。因
此，我们要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梦想。人
生不只有成绩，更有不能被分数所衡量的
品格。何况，人生不是单一的赛道，在跑
道之外还有旷野，每个人都可以朝着自己
热爱的方向尽情奔跑。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能
恰当评估自身的优劣势、坚持不懈
地迎接挑战的孩子，学习能力更为
持久。因此，情感学习成为青少年
必备的关键技能。如何提升青少年
情感学习的能力？阅读儿童文学作
品，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处理成长中
的问题与困境，增强情感能力，提
升对他人情感状态的认识。

《秘密花园》：开启孤僻少
年的快乐之门

在英国作家伯内特的名著《秘
密花园》 里，玛丽是个爱发脾气，
也非常孤单的小女孩。故事中这样
细腻地刻画了她的情感变化：知更
鸟蹦来蹦去，忙于啄土，还不时地
停下来看看她。玛丽对它黑露珠般
的眼睛充满了兴趣。

玛丽朝知更鸟走近一步，使劲
儿看着它。“我也很孤单。”她说。
她以前不知道孤单是造成她刻薄暴
躁的原因之一。可是当知更鸟看着
她，她也看着知更鸟时，她似乎明
白了。“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从来没
有。”“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小鸟没回答，只是跳来跳去，
仿佛也对她诉说着心事。玛丽也好
像全都听得懂。小鸟仿佛在告诉玛
丽：“早上好！风儿多清爽呀！阳
光多暖和呀！一切多快活呀！咱们
一起唱、一起跳吧！”

于是，玛丽在风中奔跑，直到
血液开始变热。长这么大，她第一
次拥有健康的胃口，明白了为他人
难过是一种什么感觉。曾经霸道蛮
横的玛丽慢慢变成了懂礼貌、善解
人意、富有爱心的小姑娘。

《鲁滨逊漂流记》：即使遭
遇困境，也绝不气馁

丹尼尔·笛福被誉为“英国与
欧洲小说之父”。他的 《鲁滨逊漂
流记》 给了无数青少年以情感启
迪。一心想外出闯荡的鲁滨逊当上
了充满惊险和刺激的水手，航行于
波涛汹涌、危机四伏的大海上，不
幸遭遇海难而流落荒岛。在极度与
世隔绝的情况下，鲁滨逊用作为水
手掌握的技能标示地理方位、观测
天象人文和潮汐变化等，与自然搏
斗并等待时机逃离绝境。最终，他
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28
年2个月零19天后返回故乡。

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不可避免
会遭遇困境，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
信念，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即使
流落荒岛，也绝不气馁。这就是 《鲁滨逊漂流
记》给予我们的情感指引。

《绿野仙踪》：魔法师，只能是我们自己

美国鬼才童话作家弗兰克·鲍姆的 《绿野仙
踪》，是享誉全球的“最佳童书之一”。故事主人
公多萝西是个热心善良的小姑娘。她救下了被钉
在杆子上不能动弹的稻草人、被铁锈困在树丛中
一年多的铁皮伐木工，还遇到了自称是“胆小
鬼”的狮子。

稻草人、铁皮伐木工、胆小的狮子和多萝
西，他们一起去找巫师奥兹，目的只是想得到自
己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要的东西：稻草人想要一个
可以思考的脑子，以便生发出智慧；铁皮伐木工
想要一颗善良的心，可以再次感受爱和幸福；狮
子想要勇气和胆量，成为真正的百兽之王；多萝
西想要奥兹利用魔法帮助她回到家乡。

他们都认为，只有魔力高强的巫师才能实现
自己的愿望。在他们去见巫师的旅程中，每每遇
到危难，想出最绝妙主意的都是自称没有脑子的
稻草人；说自己没有心的铁皮人，却处处关心他
人；说自己胆小的狮子，却能在强大的怪兽面前
挺身而出；而多萝西心心念念回到家乡的魔法，
其实早在见到奥兹之前就拥有了。

每个孩子都有很多潜力，每个孩子身上都有
隐藏的闪光点。他们并不缺一个聪明的大脑，也
不缺一颗善良的心。他们缺的是自信，是发现自
我、认可自我的情感能力。而认知和情感是高度
交互的，情感动力系统可以让知识的获得、素质
的发展更有效。但教师平时传授和分享的是情境
知识和实践知识，未必会告诉孩子们该感受什
么。阅读中外儿童文学名著，恰恰可以成为青少
年情感学习的隐性指导。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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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松烈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他一生
坚持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为我国
小麦持续增产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作用。

创下北方冬小麦高产纪录

1966年，为了解决当时我国粮食短缺
问题，余松烈主动要求到山东肥城农村蹲
点，和农民一起搞小麦高产栽培试验，探
索提高小麦产量的理论和技术。在带领学
生进行生产实习期间，他到省内各个小麦
高产地区考察、调研，初步探索和总结了
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和技术。

20世纪70年代初，余松烈带领学生
到山东滕县 （现为滕州） 龙阳链镇沙土
村实习，结合生产进行小麦高产攻关，
提出小麦高产必须走精播的思路。

1974 年，53 岁的余松烈又主动要求
到滕县农村锻炼，开展小麦精播高产栽
培试验。在黄庄村的2亩试验地里，他按
每亩1.5公斤的播种量，按一定株距将麦
种一粒一粒地播下去；麦收时，这块地
亩产达到638公斤，创下北方冬小麦高产
纪录。同时采用精播技术的有 11 个村，
小麦亩产都超过了500公斤。

在这些试验和大面积生产实践的基

础上，余松烈总结出了“冬小麦精播高
产栽培技术”，为我国北方小麦高产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与技术。

改革开放后，余松烈先后担任山东
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长、农业部小麦专
家顾问组成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的
科技服务范围扩大到山东全省和我国北
方的冬小麦产区。他以冬小麦精播高产
栽培理论与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服务，有
力地推动了我国北方小麦的持续增产。

田间推广技术，听众达10万
人次

为了给广大农村培养一批留得住、
用得上的农业技术人才，1974 年至1978
年，余松烈和滕县的干部群众一起创办
了“五七”农大。

在“五七”农大的小麦培训班上，
余松烈一一解答了当地小麦生产上存在
的问题、新发现的苗头和大家的疑问。3
年中，他带领学员共进行了几十项试
验，形成了15项科研成果。这种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习，为藤县广大农村培养了
一批有理论、重实践、一心扎根农村的
农技人员。

1997 年以后，古稀之年的余松烈应

邀到河北、河南、江苏、山西等省作报
告，宣传和推广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
术。十年间，他在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听众达 10 万余人次，“冬小麦精播
高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2014 年，高龄多病的余松烈住在疗
养院，生活不能自理：饮食靠鼻饲，行
动靠轮椅。但当有同事和学生来看望他
时，他就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病人，兴
奋地与来人谈论高产创建的事情，甚至
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直到2016 年，余松烈去世，他才真
正离开了自己热爱的麦田。余松烈的一
生，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弘扬的科学家
精神。

余 松 烈 ： 一 生 执 着 小 麦 高 产
□ 陈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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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打开脑洞
开启科幻之旅

宇宙战争中的降维打击、穿梭银河的时光飞
船、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你是否也曾被这些奇
异卓绝的科学幻想所震撼？现在，我们就跟着2023
年第12期《学与玩》杂志一起，走进科幻小讲堂，
参观科幻阅览室，考察科幻实验舱，来一场脑洞大
开的科幻之旅，感受科幻作品的无限魅力吧。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汽车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于 2011 年建成开放。它的
建筑造型独具创意，仿造眼睛的形状，寓
意“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该馆集博物收藏、展览馆和科普教
育三位一体，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地上 5 层地下 1 层，设有汽车博览、主
题展览、汽车科普、汽车娱乐、学术
交流等不同功能的展示区，拥有 80 余
辆实车藏品，另有各类常设展品 6000
余件。

观众来此参观，不但能获得关于汽车
历史和制造原理的知识，还能通过该馆精

妙的设计，尽情享受汽车文化的视觉
盛宴。

视觉优化 紧扣展馆主题

汽车博物馆从整体到细节，都考虑到
“观看”的需要，在设计时即着力引导观
众视线，提升他们的参观体验。

走进博物馆正门，观众即会被大体量
的展厅所震撼，一部巨大的汽车升降梯，
贯通5层展厅。每层展厅的中央都有一个形
似瞳孔的圆形贯通空间，以宽阔的楼梯衔
接，便于观众步行穿越，更便于观众的视
线在开阔的空间中通视各层，准确贴合了

展馆“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主题构思。
在展览细节上，该馆还充分考虑了儿

童视线低于成人的特点，把展板和说明牌
都安装在稍低的位置，照顾了儿童的观看
体验。

光影交错 增强主题特色

汽车博物馆的光影设计别具一格，策
展人员在布展时充分考虑了展品特点和主
题元素，特别优化了光影的视觉设计。

比如，在古董车展台采用大量镜子，
通过光线反射把车辆底盘直观呈现在观众
面前，让人不用弯腰也能对其一览无余。
在颜色选择上，针对每一层展览主题确定
了该层展品的主视觉颜色，让观众能够根
据色彩明确自己的定位，从而减少超大空
间带来的方位错觉。

此外，策展人员在布展时还充分考虑
了展品外形特征和时代背景，以不同色温
的照明来进一步突出车辆展品的属性。比
如，用昏黄的暖光突出古董车的年代感，
以偏蓝的冷光突出先进技术展品的酷炫
感，以绿色的灯光突出环保新能源技术特
点等，让观众通过照明的颜色感知展品的
特点。

解构展品 营造沉浸式体验

汽车博物馆在展示手段上也下足了功
夫，创造性地对主题和展品进行解构，给
观众以沉浸式体验感和强烈的震撼感。

展品“解构汽车”对车辆整体分解，

让2万多个零件以“爆炸”的形式悬空分
布，充分展现出各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和
空间位置；展品“发动机之旅”，则让观
众站在巨大的发动机模型里，直观感受发
动机“奥拓循环”的工作过程；展品“追
逐风”，用巨大的透明风洞展示空气动力
对车辆设计的影响，并且还让观众坐在风
洞的汽车模型中，体验“追风”的感觉；
展品“拥堵的交通”把北京西直门立交桥
的城市街景做成微缩沙盘，让观众站在玻
璃地板上，以“上帝”视角直观感受城市
交通拥堵的严峻程度。

作为国内少有的汽车类主题博物馆，
该馆以精心布局的展厅、精巧打磨的展品
和精妙创新的展示手段，获得了观众的良
好口碑。该馆在视觉展览开发方面尤具特
色。一方面通过对光影氛围的营造，让主
题更加鲜明，观众徜徉其间，流连忘返；
另一方面，通过精巧的视觉设计优化并大
胆运用声光电等技术，给展品赋予了鲜活
的“生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汽
车科技的魅力和乐趣，更对汽车未来的发
展充满期待。

（本文作者均系中国科技馆工程师）

北京汽车博物馆：

“解剖”汽车 两万个零件“爆炸”式呈现
□ 崔海涛 安 娜

高情商父母眼里没有“学渣”
□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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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博物馆
五层展厅“诞生
发展”一角。

崔海涛 摄

人生不是
单一的赛道，
在跑道之外还
有旷野，每个
人都可以朝着
自己热爱的方
向尽情奔跑。

”

“

讲述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

余松烈 （1921—2016），浙
江省慈溪人，山东农业大学教
授、作物栽培学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一生从事小麦高产理
论与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先
后 两 次 刷 新 全 国 冬 小 麦 高 产
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