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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从白天到黑夜，在这“十二时辰”里，动物
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白天“勤学苦
练”，还是在黄昏“伺机而动”，或者是在夜晚享
受“夜生活”……

生活习性不同的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独
门秘籍”，成为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物种，与人
类共享同一个家园。今天，我们就跟着 2024
年第7期《学与玩》杂志一起，走近十二种动物
的生活，和它们共度难忘的“十二时辰”，感受
动物世界的神奇。

神奇之旅：
动物的“十二时辰”

时值暑假来临，不少家长忙着帮孩
子制定假期计划：完成假期作业、上兴趣
班、外出研学等。整个暑假，孩子都被

“安排”得满满当当。不少孩子直呼，假
期比上学还累。

只关心孩子如何学习知识，而忽视
孩子享受宁静惬意假期时光的权利，这
种教育方式过分强调儿童教育的理性，
而忽视了孩子培养过程中的非理性目
标。青少年并不是学习的机器，而是有
思想、有感情并且在不断成长的个体。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作为一个非理
性的机能，直觉能觉察到儿童的精神与
情感需要。作为家长，应重视直觉能力，
将直觉引入到儿童教育当中，帮助孩子
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情感关怀是直觉的核心

在假期，家长不妨观察一下自家孩
子在什么条件下学习效率最高？是早上
还是晚上？是运动前还是运动后？家长
应时常留意孩子的种种细节，如疑惑的
眼光、开心的表情等，及时调整亲子活动
的状态。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锻炼，减
少孩子的紧张和压力；陪孩子一起阅读，
分析名著中的人物特点；累了，就让孩子
听听音乐、看会儿漫画，再回到学习上。
直觉使亲子关系更加开放。

家长可利用假期，让孩子的直觉得
到发挥：想写什么就去写，想读什么就去
读。家长学着让平时快节奏的生活慢下
来，去海边聆听波涛的声音，在田野看云
卷云舒；更要学着倾听孩子千奇百怪的
想法，尊重每个孩子的才能和生命美感，

让直觉保持孩子的生长性张力。
法国科学家庞加莱喜欢不时在街区

逛一圈，边散步边解决数学难题。印度
数学家拉马努金的许多公式来自做梦和
祈祷中。在慢下来的节奏中，家长可以
培养孩子热爱自然、关心社会，乐于学习
的意志。感官愉悦才是深刻而富有成效
思考的前奏。

追求理解是直觉的特征

不少家长潜意识里认为一切知识都
是直接教的，因此做什么事都要有个明
确的目标。我们可否把选择权留给孩

子：你打算怎么度过假期生活？家长可
以提供帮助，尽量不直接规划。家长可
以启发孩子理解生活的意义：你觉得这
样安排好处在哪里，能不能让假期生活
过得更有意义？尽量不要直接告知孩子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当带着孩子心情愉快地在海边漫
步，你会发现孩子的脑海会涌出很多的
想法。“这边的石头怎么是黑色的？”“那
是红树林的种子吗？”孩子是直觉拥有
者，也是有意义的追寻者。将自然景观、
社会现象呈现在儿童面前，对儿童看到
的和感觉到的，期待的和想要看到的，家

长尽可能都给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直
觉是儿童智力发展和人际关系的起点。
直觉的特征指向理解力或洞察力。

直觉也是一种思维能力

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够，很容易
使用直觉解决问题。真实的、挣扎的、易
错的直觉可以促进儿童学习、表达和解
决问题，对儿童的全面发展起重要作
用。我们可以通过直觉看到孩子的智慧
之光。

“你的这些想法，都是无稽之谈。”与
其这样打击孩子的热情，不如多问一句：

“你是如何想出这个主意的？”我们督促
孩子学习、倾听和思考，却没有意识到孩
子在参与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孩子在认知上的挣扎，将给后续学习带
来好处。

直觉总是在熟悉的领域表现出来。
我们不妨鼓励孩子多观察、多读书，多了
解相关知识。当学生知识储备充足，新
的直觉便自然而然产生了。“作者是怎么
想到这个问题的？”“别人是如何做的？”
告诉孩子，在某个领域最博学的人总是
拥有最灵敏和最可靠的直觉。康德说，
直觉是一种能直接触及知识对象的思维
能力。

教育是通向智慧的道路，家长的直
觉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对孩子的关心能
力。希望这个暑假，家长们可以助力孩
子与自然和社会维系一种有意义的
联结。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
学教师）

暑假来了，家长请“储备”直觉能力
□ 罗明军

我在教室里“畅游”南极
□ 蔡依桐

多彩世界

前不久，我在学校里聆听了参加
我国第40次南极考察的王少勇叔叔，
带来的《走进地球最南端的净土》的
讲座。当讲座开始，我的眼睛一眨不
眨地盯着屏幕，生怕落下什么。跟着
王少勇叔叔的镜头，我仿佛和探秘南
极的勇士们一起走进了白雪皑皑的
极地世界。

在考察队员搭乘“雪龙”船向南
极进军的路上，我看见了橘红的日
落，看见了皎洁的月光，还看见了翻
腾的巨浪。大海中，时不时涌现出奇
妙的生物：一条飞鱼掠过海面，身后

带起一串串波纹，就像给大海绣上了
一层花边；海豚在海上嬉戏，它们的
背鳍一起一伏，随着海浪上下舞动。

渐渐地，海洋生物和冰山被“雪
龙”船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考察队员
们到达了中山站。此时，我们也“见
识”了恶劣天气：严寒、白化天，甚至
还有危险的冰裂隙……

科学家们的考察任务非常繁重，
他们在南极进行极光观测、探索“企
鹅岛”、揭秘南极海底生物、读取深海
沉积物、为海洋做“健康监测”等，为
人类探索那片神秘的极地大陆，贡献
着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且，
我还知道了南极仍然有很多未解之
谜需要人类继续探索。

讲座虽然结束了，但学到的科普
知识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回到
家，我仍然一遍遍地回忆着讲座中的
内容，之后搜集了关于“雪龙”船和

“雪龙2”船的资料，了解了关于南极
的更多知识。我深深感受到，是科技
的力量让考察队员们安全抵达南极，
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
世界。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我们青少年应该好好学习，积极
探索，才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成
为未来的科学家、探险家。

（作者系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
第四小学学生，指导教师：刘瑶 高
颖颖）

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隆平水稻博物馆，家长带着孩子参观传统农业耕作场景。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中国南极中山站区域的极光中国南极中山站区域的极光。。 李航李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