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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现了吗？我国许多城
市地名颇有情趣：或是隐含植
物，或是暗藏矿物，或是直接用
动物命名……仔细挖掘，真是令
人欣喜。让我们跟着2024年第
10期《学与玩》杂志一起，在中
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
副理事长苏青老师的带领下，来
一次“隐藏款”中国地名打卡之
旅吧！

先睹为快

打卡“隐藏款”
中国地名

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曾经讲过一
个矛和盾的故事：

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
之坚，物莫能陷也。”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
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

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这个故事说的是：楚国有个卖矛又

卖盾的人，他先夸耀自己的盾，说：“我
的盾很坚固，能抵挡住所有的矛！”随
后，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很
锐利，能穿破所有的盾！”有人问他：“如
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会怎么样？”他
被问得哑口无言。毕竟，什么矛都无法
穿破的盾和什么盾都能穿破的矛，不可
同世而立。

同样是距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
哲学家、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思考

“不可同世而立”这件事。他从命题的
真假关系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说两个
命题“不可同世而立”，也就相当于说这
两个命题不能同时实现（为真）。他还
进一步细分了两种“不可同世而立”的

关系：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关系。
假设某个班在组织班长竞选，最终

从竞选者中选出一位作为班长。
如果只有 A 和 B 两位同学竞选。

那么，如果 A 当选班长，则 B 没有当选
班长；反过来，如果 A 没有当选班长，
则 B 当选班长。总之，A 当选班长和 B
当选班长这两个命题一个真，另一个
就假；一个假，另一个就真。这种非此
即彼的“不可同世而立”的关系，在今
天的逻辑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为矛盾
关系。

如果是三位同学A、B、C参加竞选，
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A当选班长，那
么可以确定B没有当选班长；但如果A
没有当选班长，那么B有可能当选班长，
也有可能和A一样没有当选班长，因为
C也可能当选班长。这种情况下，A当
选班长和B当选班长这两个命题不可同
时为真，但是可同时为假。这种允许同
时为假的“不可同世而立”的关系，在今
天的逻辑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为反对
关系。

现在回到矛和盾的故事，卖矛和盾
的楚国人说了两句话：

我 的 盾 很 坚 固 ，能 抵 挡 住 所 有
的矛！

我的矛很锐利，能穿破所有的盾！
这两句话表达了“不可同世而立”

的关系，现在请你进一步思考，这两句
话所体现的真假关系是前面提到的矛
盾关系还是反对关系？

可能有人会认为，“矛盾”的例子当
然是矛盾关系啦！

但如果拿出“逻辑放大镜”仔细分
析，就会发现：这两句话肯定不能同真，
但它们却极有可能都是假的！毕竟，什
么矛都无法穿破的盾和什么盾都能穿
破的矛实在都是世间罕见。所以，这两
句话应该是不可同真但可同假的反对
关系。

其实，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揭示
了对“矛盾”一词的不同理解。不过，就
回答以上的提问来讲，答案是唯一的。
要想得出正确答案，需要去除头脑中已
有的对于“矛盾”一词的先入之见，直接
根据文中给出的“矛盾关系”和“反对关
系”的说明来回答问题。

尽量避免先入之见的影响，不仅是
持有不同观点、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
顺畅交流的重要法宝，也是促使科学进
步的关键要素。正所谓破除成见，以理
服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教授）

“矛盾”故事里说的是矛盾关系吗
□□ 张立英张立英

校长论坛

图片源自《给青少年的漫画逻辑学》。（作者供图）

“科学就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
切”，这一理念来自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海港区东港镇第二小学2017年参与的

“十三五”国家重点课题——“少年儿
童科学素养的研究与实践”。作为农
村小学，我们的客观世界就是所置身
的农村，如何将这一大环境与科学教
育、科学素养培养结合在一起，是我们
探索和实践的主要方向。

对于3年级以下的小学生来说，来
自自然世界的“生命和生长”是科学教
育所强调的主要内容。因此，围绕“生
命和生长”，我校确定了两个主题——

“芦丁鸡”和“智慧种植”。
农村和农业，为我们这所农村小

学的科学教育提供了独有的场景和载
体——劳动。在探索实践中，我们把
劳动分为两个阶段，传统劳动和“新劳
动”即科技赋能劳动，并融合了4-6年
级科学课标部分要求。

例如，在“芦丁鸡”课程设置中，学
生们从小鸡孵化开始，了解孵化过程
和生长环境的设置，观察记录鸡蛋每
天的变化，直到小鸡破壳而出。在此
过程中，学生们感受了新生命诞生的
神奇和喜悦。1-6 年级学生都可以体
验这项课程，4年级以上的学生更是可
以参与芦丁鸡“智能生长屋”的设计与
搭建，亲身体会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应用于农业的方方面面。

在“智慧种植”课程设置中，学生
们将从育种开始，了解和观察一粒种
子经过胚胎孕育、出芽、破土，然后定
植、移栽，直到布置智慧种植环境的过
程，课程同样涵盖了所有年级。在了
解植物生长过程和环境需求基础上，4
年级以上学生将体验传感器、数据采
集、数据分析、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
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

两个案例的课程设置，均将科学
素养的培养体现在“能力培养”上，这
一理念仍然来自于“少年儿童科学素
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的要求，将科学

素养的培养与评估聚焦于“五种能力
的培养”，即观察记录能力、探究学习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和
演讲报告能力。如观察记录能力，在
课题研究中强调这是科学素养最基础
和核心的能力，要学生实事求是地记
录下来所观察到的变化，在课程设计
中注重把握记录的节点和记录方式，
以达到科学素养的培养。

“芦丁鸡”和“智慧种植”两门课程，
在4年级以上的课程设计中，都融合了
前沿数字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
术。但对于一所农村小学，学校并不具
备这样的师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是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培训校内老师
学习和了解课程案例中所涉及到的技
术，做好课堂管理等辅助工作；而课程
案例实施则采取项目式、团队合作，并
设置“专递课堂”，根据项目进程，由校
外专业工程师通过“专递课堂”给予技
术指导，线上线下、课堂内外共同完成
课程。

经过 3 年多的实践，“芦丁鸡”和
“智慧种植”课程项目积累了一定经
验。2024 年，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东港镇第二小学被选为“河北省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我们将结
合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政策背景，继
续研究和实践探索，构建“五有”中医
药课程设计，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和
评估体系，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也希
望为更多的农村学校提供参考，为提
升农村学校学生的科学素养贡献一份
力量。

（作者系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东港镇第二小学校长）

在田间地头播下科学的种子
□□ 马长缨

图为学生利用
废弃纸箱及传感器
制作可以智能调控
环境参数的智慧大
棚模型。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