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教师，我一向坚信，在学习过
程中，亲切感能助人事半功倍，陌生感
则恰恰相反。因此，无论研究生的高
等课程，或是大学里的通识课，我都会
适时介绍一个科普式的比喻：只要仔
细观察，不难发现造物者经常自我抄
袭，让许多事物一再换汤不换药地重
复出现。

建立这个共识后，下回我只消告诉
同学“这又是自我抄袭”，亲切感便油然
而生，屡试不爽。

在我的课堂中，最常出现的自我抄
袭当数“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规律。凡
是涉及量变质变律的课程，我总是在第
一节课优先介绍，强调无论是自然界或
人类社会，服从此一规律的现象比比皆
是，因而从物质科学到生命科学，从自
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处处可见它的
踪迹。

不过为了善用时间，我并未从自然
辩证法讲起，而是直接公布量变质变律
的常用定义（虽然既不严格也不唯一）：
当某个关键参数或因素累积到一定程
度，便会导致系统产生跳跃式或本质上

的改变。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温度
上升，水会经历两次质变，一次在0摄氏
度、另一次在100摄氏度。

然后，为了阐释量变质变律的普遍
性，我会尽可能分享多元化的实例：分
子云的聚集是量变，恒星诞生是质变；
铀原料的堆积是量变，连锁反应是质
变；水分子逐一增加是量变，形成流体
是质变；神经元的增长是量变，意识的
涌现是质变；商品短缺是量变，价格上
涨是质变……

某些例子纵有牵强附会之嫌，我
认为也无伤大雅，毕竟见仁见智。像
是徐志摩主张的“数大即是美”：数大
了似乎按照着一种自然律……激动
我们审美的本能，激发我们审美的
情绪。

此外，阐述科学发展的范式转移理
论，亦不妨视为量变质变律的活学活
用，以大陆漂移说为例，它之所以从异
端变为地球科学的中坚，正是因为证据
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扎实。

话说回来，量变质变律终究是源自
哲学的抽象规律，不算正统的科学定
律，因此虽有助于教与学，也很容易衍
生误解。

为了强调这点，我总是先进行一番
铺陈：这个规律是我们一窥科学殿堂的
有力工具。举例而言，纵使科学家无法
准确回答“生命如何出现”这个宏大的
命题，但起码已经确定生物皆由原子构

成，没有任何神秘成分，然而，几十个原
子绝不会引发生命现象，必须多得多的
原子才有机会让生命无中生有，这就是
典型的从量变到质变。

接着，我赶紧借题发挥，强调所有
的工具都有先天限制，量变质变律当
然不例外。尽管它能描述许多现象，
却一律既粗略又浮浅，而且丝毫不具
解释力，前述的“生命诞生理论”便是
鲜活的示范。所以，我们必须牢记，那
些现象背后应该还有更基本、更正确
的原理或原因。

以水的两次质变为例，水温其实只
是台面上的因素，而且严格说来，升温
过程根本不能算是“累积”，因为温度并

非可相加的物理量。真正引发质变的
因素是逐渐注入水中的能量，由于这些
能量的作用，才导致冰融化为水，水沸
腾为蒸气。

最后，在下课前几分钟，我通常会
再打个比方：若说科学定律是精确的卫
星导航系统，量变质变律顶多是简易指
南针，只能指出一个大略的方向。它固
然有机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但
我们必须牢记“尽信不如无”的铁律，方
能正确使用这个虽简陋却永不落伍的
工具。

循循善诱至此，相信同学皆已产生
质变，我心满意足地踱出了教室。

（作者系科普科幻作家，译者）

量变质变量变质变 处处可见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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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先睹为快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一
直自称是“龙的传人”。然而，现在的
科学研究却没有发现龙存在过的痕
迹。那么，龙是如何从想象照进现
实，成为我国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
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熟知的形象呢？
它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
的角色呢？龙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
就跟着2024年第2期《学与玩》杂志一
起出发，看看龙用哪“十八般武艺”征
服了我们的祖先。

一起来看龙的
“十八般武艺”

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已经开
启寒假模式。就北京而言，期末考试引
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小学试题也
开始呈现出注重情境、关注跨学科的特
点。因此，不少家长陷入了焦虑状态。

寒假期间，家长们与其着急焦虑，单
凭一腔热情和一时冲动为孩子安排假期
生活，不如冷静分析现实，理性思考如何
为孩子提供更科学合理的学习和发展支
持条件，开展更为有效的寒假教育。

看大处、谋长远，延展链条
看待孩子成长

孩子的成长，需要接受高质量的学
校和家庭教育。面对孩子的个体成长，
家长难免会存在“功利化”的追求，但必
须理解教育改革方向和政策指向。教
育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培养未来人才，
不论是“双减”还是考试改革，初衷是要
将孩子从死记硬背的落后学习方式中
解脱出来，成长为更完整的活生生的生
命个体。

无论如何，健康是孩子成长和发展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从这个角

度出发，没必要纠结太多细节。
教育焦虑是对孩子不确定的结果

进行了过度预设。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改革措施的推进一样，都需要科学理
性，激进不能带来迅速好转，甚至可能
造成急剧恶化。实施特种兵式的拔苗
助长，很可能带来孩子的身心损伤，得
不偿失。

做细节、求实效，发挥家庭
共同体教育功能

教育培养孩子需要遵循规律、抓住
契机、讲求方法。当前的教育改革在做

“大减法”“小加法”，减轻孩子不必要的
负担，增加更为真实的体验和获得。

孩子的寒假也可以遵循这样的
原则做出安排，特别是要突出亲子携
手、共同发展，彰显家庭在情感港湾
之外的其他功能，突出家庭共同体的
作用，将教育焦虑转化为更有实效的
寒假教育。

一是监督孩子完成学校布置的各
项作业。相比家庭，学校教育更具有系
统化和持续性，家长一定要配合好学校
工作，防止孩子因假期过度放松，从心
理上产生与学校生活的脱离感。

二是与孩子开展共同阅读活动。
阅读素养对孩子越来越重要，家长应该
自觉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培养孩
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家长和孩子可以
一起制定阅读计划，定时进行读书交
流，让书籍成为增进家庭交流、深化亲
子情感的媒介。

三是与孩子共同开展主题化研究。
寒假具有很好的传统文化、季节元素优
势，家长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孩子共同
设计主题化研究课题，帮助孩子从寒假
中获得成长。例如，可以进行压岁钱管
理使用等专项设计，可以制定跨地区的
假期出游计划，还可以开展关于“冬”

“雪”等季节元素的项目式学习……
（作者系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运营

部部长）

家长别焦虑，寒假教育这样安排
□ 张记书

（栏标设计：韩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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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推广科普数十年，我发觉最难深入浅出的主题，几
乎都牵涉到科学的本质，偏偏它们又是那么重要，令我不禁感到
两难。如今我终于想通了，即使是浅尝辄止，只要能吃出几分滋
味，便是有着无限可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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