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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周年之 际
,

哈佛大学

校长陆登庭在北大做了一场短小而精彩的讲演
,

其

中有这样几句极深刻极富启发的话
“

如果没有以好

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
,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进

行的深人研究
,

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社会和人类具

有价值的发明创造
” 。

对于这样一个我们并不太重

视的学术观点
,

哈佛大学却极为重视
,

这不能不引起

我们深思
。

如今
,

在我国的教育领域
,

大家都热烈讨

论着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如果我们对哈佛大学校长

的这一观点加以认真思考
,

就会发现它正是我们倡

导的素质教育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一
、

好奇心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翻开世界科学史就会发现
,

凡是科学上重大的

发现
、

发明和创造
,

无不是在人们强烈的好奇心驱使

下产生的 凡是那些在科学上卓有见树的顶尖科学

家
,

无一不是对 自然界
、

对科学原理具有强烈好奇心

和浓厚兴趣的人
。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
“

我从事科学

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 自然奥

秘的欲望
,

别无其他动机
。

我酷爱正义
,

并竭尽全力

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
,

但这些 同我对科学的兴趣

是互不相干的
” 。

爱因斯坦科学研究的历程
,

完全印

证了他所说的话
。

爱因斯坦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

当他还是

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时
,

父亲让他看一个罗盘
,

他为罗

盘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运动而惊奇不 已
,

留下 了深

刻而持久的印象 在 岁时
,

一本欧几里得平面几

何的小书使他经历 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惊奇

书中的许多定理并非显而易见
,

但是却可 以可靠地

加 以证明
,

没有丝毫怀疑 的余地
。

爱 因斯坦 巧 岁

时
,

有一位来 自波兰的犹太大学生向他介绍了《自然

科学通俗读本 》一书
。

尽管该书的内容已显陈旧
,

但

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叙述仍使他人神地读完了它
。

在这本书中
,

他碰到了对光速的分析
。

这在 年之

后对创立狭义相对论具有奠基性 的意义
。

当 岁

的爱因斯坦在瑞士阿劳州立中学上学时 年
,

他就无意中想到一个悖论 如果以速度 真空 中的

光速 追随一条光线运动
,

那么就应该看到
,

这样一
· ,

条光线就好像一个在空 间振荡而停滞不前的电磁

场
。

可是无论依据经验
,

还是按照麦克斯韦方程
,

看

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

从一开始
,

他在直觉上

就很清楚
,

从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观点来判断
,

一切都

应 当像一个相 当于地球是静止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

样
,

按照同样的定律进行
。

这个悖论又使爱因斯坦

感到
“

惊奇
” ,

他为此沉思 了 年 实际上
,

这个悖

论已包含有相对论的萌芽
。

大发明家爱迪生从小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

奇心
。

由于他好奇
,

所以他不仅在生活中养成 了多

疑善问的习惯
,

还常在家里搞些小试验
、

小发明
。

甚

至于在人家仓库里做
“

窝
” ,

一本正经地蹲在鸡蛋上

面孵小鸡
,

就是这位充满好奇心的爱迪生
,

一生之中

所发明的东西约有 种之多
,

给人类做出了巨大

贡献
,

被誉为发明大王
。

如果从更广义的科学研究的动机上来考察
,

科

学研究的动力主要就是来 自于人类对浩翰无际的宇

宙的好奇心
。

东方人在科学发现
、

发明和研究中之

所以落后于西方
,

正是 因为东方人对宇宙的好奇心

不如西方人那样强烈
。

对中国科学史有着系统而深

刻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
“

科学的起源要归于一

种对至上神的信仰或肯定
,

相信他比人类更具智慧
,

相信他给 自然订下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规律
。

他认为

这种观点在中国很可能从来就没人相信
,

以道家的

思想来看
,

一定会认为这种想法太天真
、

太可笑
。 ”

在

学术有充分 自由的春秋战国时代
,

百家争鸣
,

各呈异

彩
,

那时也出现了许多对自然
、

宇宙探索的学问
。

墨

子一派就已开始对光加以研究 屈原的《天问》
,

既是

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质疑
,

也是对宇宙问题 的思考
。

但 自从汉武帝听从董仲舒
“

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
”

以

后
,

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始终占统治地位
,

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出现过对 自然
、

对宇宙进行深

人研究的大学者
。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
,

因建立弱 电统一理论而获

诺贝尔奖的温伯格
、

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
·

霍金
,

牛

津大学罗杰
·

彭罗斯等一系列著名科学家
,

他们以

毕业的精力为寻找宇宙统一理论而提供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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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案
,

目的就是想 回答
“

上帝在建造宇宙

过程中有多少种选择
”

霍金在他所著的《时间史之

谜》的书末也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说明 如果我们确定

发现一种完整的理论 ⋯ ⋯
,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问题

的答案
,

那将是人类理智的最大胜利 —因为到那

时我们将知道上帝的心思
。

由于有这些世界上最具

智慧
,

也最具好奇心 的大科学家对宇宙不 断地探

索
,

科学也就不断向前发展
,

科学研究的许多副产物

—如电视
、

电脑
、

航天等技术也就不断产生
,

为改

善人类的生活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
。

二
、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应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在我国传统教育中
,

扼杀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

精神是其弊端之一
。

鲁迅先生所就读的三味书屋 中

的老师是一个极方正
、

质朴而又博学的好老师
,

但对
“

我
”

的提问
“

先生
, ‘

怪哉
’

这虫是怎么回事
”

这位

老师的回答是
“

不知道
” 。

三味书屋这位老师对学

生的态度
,

并不是他个人的品质不佳或学问浅薄所

致
,

乃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教育的普遍反映
,

所以导致

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的谬误流传几千年 如所谓猫

头鹰食母
,

乌龟
、

甲鱼只有雌无雄
,

和蛇交配产生后

代
。

就连陆现
、

许慎这样的大学者也深信不疑
。

《诗

经
·

小雅 》的《小宛 》篇说 螟岭有子
,

蝶赢负之
。

意

思是说螺赢无子
,

硬把桑虫的儿子抱来承继
,

此种螟

岭之子的说法
,

延续至清代末年
。

在古代的《月令 》

书中说
“

季夏三月
,

腐草为萤
。 ”

意思是说
,

萤火虫是

烂草变化过来的
,

连伟大如李时珍者
,

在《本草纲 目》

中也持这种看法
。

究其原 因就是 中国人太不好奇
,

因此也就不深人
“

格物
” ,

人云亦云
,

以致如此
。

要培养高素质人才
,

教师就应充分尊重学生 的

好奇心
,

并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作为上好课的重要 内容
。

陈景润读中学时的数学

老师
,

就是一个善于培养学生好奇心的典范
,

他把数

学封为 自然科学中的皇帝
,

又把数论 比做皇帝头上

的王冠
,

然后又将
“

哥德 巴赫猜想
”

誉为王冠上的一

颗明珠
。

这位数学老师调动起了学生的好奇心
,

激

发出的学习兴趣在陈景润身上结出了硕果
。

量子论之父 —普朗克读中学时
,

他的数学老

师缪勒在讲解能量守恒定律时
,

说了如下一些话 一

个泥水匠辛辛苦苦地把一块沉重的砖头扛上 了屋

顶
,

他扛砖时的功并没有消失
,

而是原封不动地贮存

了起来
,

很多年后
,

直到有那么一天
,

这块砖松动了
,

它贮存了多少年的功出现了
,

以致于它落在下面一

个人的头上
。

这么一个枯燥 的
、

令人乏味的物理学

卷 期 总 期

世界 由此而变成了一种 由神秘的法则笼罩着的令人

惊惧
、

震颤
、

兴奋和 向往的世界
。

因此
,

少年普朗克

将这一物理定律深藏在心里
,

长久的思考
,

最终产生

了《论正常光谱能量分布定律 》的论文
, “

量子论
”

从

此像朝阳一样照耀着现代物理学
,

全世界也才有了

今天科学的如此辉煌

启发式教学在我国虽然已提倡了多年
,

但 由于

传统教育的影响
,

又加之应试教育仍然是我国 当前

教育中的主流方向
,

所以
,

不重视甚至扼制学生好奇

心和创造性的教学方式仍然存在
。

目标教学在我国

已进行了多年
,

但有相 当部分教育工作者对它只作

了狭义理解
,

在教育思想上没有更新 只把教学 目

标局限在完成课本的几个知识点上
,

而在 当前教育

界热衷的评优课中
,

又 以此为依据
。

正如首都师范

大学教授尚凤翔所言
“

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地方在

教育观念 尚未更新
,

人们的教学价值观并没有统一

时
,

还是沿用旧的教学模式去套
,

展示的只是一种教

学技能
,

并不能代表全新的教育思想 ⋯ ⋯
,

研究成

果应当有所突破
,

不应当在某些细节上精雕细刻
,

评

优课不能过于强调技术标准
,

过分追求教学环节上

的天衣无缝
。 ”

陈景润和普朗克的数学老师的上课活

动
,

正好印证了尚凤翔教授的这些话
,

如果我们只在

几个知识点上做文章
,

那么陈景润和普朗克的数学

老师的上课活动
,

就会被认为没有突出课堂教学 目

标
。

实际上
,

他们却紧紧抓住了大 目标 —培养学

生的好奇心
,

激发学生对知识 内涵的无限兴趣
。

他

们的教学活动与那些只知在几个知识点上精雕细刻

的教学活动
,

是不可同 日而语的
。

三
、

家庭
、

学校和教师要时时注意引导学生的

好奇心

高素质人才的成长
,

是社会
、

家庭
、

学校及学生

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

而父母亲及其他亲人
、

学校的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最大
,

因此
,

家庭亲人和教师不但

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好奇心
,

还要善于引导他们
,

如此

方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

爱因斯坦的好友米凯尔
·

贝宁一生好学慎思
,

而且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爱好
。

由

于 自己把握不得法
,

或者说没有善加引导
,

他的兴趣

和好奇
,

仅仅停留在学习理论上
,

尽管他掌握了许多

知识
,

但终因缺乏实际应用能力
,

而一生无所建树
。

被世界誉为软件之王的比尔
·

盖茨
,

他 岁就

读于美国西雅图的湖滨中学
,

正是在这所学校里
,

他

对计算机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

湖滨中学不



物硒每趁吻闷命翅 俄截讥赘翱翻胜

格硒如银食办登 妙叙讥奋赵攀登
欢迎订阅《现代物理知识 》

当我们从 世纪物理学的辉煌背景下
,

迈步跨越崭新纪元的时候
,

科技形势的发展和知识创新体系的

建立
,

对我国期刊出版事业尤其是科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世纪的《现代物理知识 》
,

正以崭新的面貌

同喜爱她的广大读者相见
。

新世纪的《现代物理知识 》
,

继续设有物理知识
、

物理前沿
、

科技经纬
、

教学参考
、

中学园地
、

科学源流和科苑快讯这 个栏 目
,

还增设科学随笔栏 目
,

以供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以及物理学爱好

者抒发科学情怀
、

畅谈研习科学或欣赏科学的感受
,

也好让大家介绍一些能展现科学风采的趣闻轶事
。

热烈

欢迎各界作者为这些栏 目尤其是新栏 目撰稿
,

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
。

改为大 开 页的《现代物理知识 》
,

定价每期 元
,

全年 期 元
。

直接到《现代物理知识 》编辑

部订阅 年杂志的读者
,

除了免去邮资之外
,

还赠送 本 年增刊 或 年增刊或 年增刊
,

请

在汇单上注明
。

在邮局漏订或需要过去杂志的读者
,

请按下列价格汇款到《现代物理知识 》编辑部
,

北京 信

箱 补订
。

年合订本
,

元 年合订本
,

元 年合订本
,

元 年合订本
,

元 年增刊
,

元 年增刊
,

元 年附加增刊合订本
,

元 年增刊
,

元 年合订本
,

元 年合订

本
,

元 年合订本已售完
,

尚有
、 、 、

期单行本
,

每本 元 年附加增刊合订本
,

元 年增

刊
,

元
,

特赠本刊的前身《高能物理 》创刊号和 年第 期 全年仅 期 《费恩曼传 》
,

元 《微观新

奇 》
,

元 《场中迷梦 》
,

元
。

以上所列
,

均含邮资或免邮资
。

仅没有扼制以 比尔
·

盖茨为首的几个孩子对计算机

的好奇心
,

而且大加鼓励并加以正确引导
,

正如后来

该校的美术教师罗伯特
·

富勒姆曾经回忆说
“

如果

从表面看湖滨中学
,

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所优秀的

学校
,

教学上高标准严要求
,

并且把教学 目标放在大

学预科上
。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 回事
,

它特别倾向关

照极个别的学生
,

尤其是在某些方面独树一帜表现

突出的那些学生
。

它非常乐意给予这些学生许多特

权
、

自由和随意活动的空间
,

允许他们去做他们愿意

做的任何事情
,

有时
,

甚至是超出学校规定范围之 内

的事情
” 。

湖滨中学为满足这些学生的好奇心
,

由家

长和学校共同筹集经费购买计算机
,

学校还引导这

些学生编软件
,

寻找计算机的毛病和弱点
,

让他们汇

编《问题报告书 》
。

正是湖滨中学对比尔
·

盖茨等学

生好奇心 的充分满足和正确引导
,

才产生了 比尔
·

盖茨这样的奇才
。

有些学生的好奇心 比较单一
,

也有些学生的好

奇心很广泛
,

他们对许多事物都兴趣浓厚
。

我们做

教师的就要对这些学生仔细观察
,

找出他们好奇心

中最深刻
,

也最适合该生性格定位的那部分好奇心
,

善加引导
,

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去探索
、

去研究 同时

要教会他们乐于动手
,

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

如此去做
,

不愁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
。

一个具有强

烈好奇心
,

既善于动脑又善于动手的高素质人才
,

远

胜过十个
、

百个平庸的大学生
。

年 月 日
,

爱因斯坦在回答爱达荷州的

一位农民的信中说
“

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

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

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

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
,

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

的东西
” 。

由此看来
,

培养学生具有好奇心
,

并善加

引导
,

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

教育中不论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
,

如果忽视对学生

的好奇心的培养和引导
,

要想培养出一些具有发现
、

发明和创造
、

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

终归会让

我们大失所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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