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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每当孩子们向大人问
起关于外星人的问题，有多少家长
能够做出完美的回答？恐怕大多数
家长自己都不曾认真地思考过，更
别提给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个满意
的答案了。著名物理学家、科普达
人李淼最近出版了“给孩子的物理
学”系列最新一本 《给孩子讲地外
文明》，就帮助诸多家长回答了这个
令人“头痛”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李淼先不
着急给出答案，他从人类对外星人
的种种猜想开始讲起。最早关于外
星人的科幻作品是英国作家赫伯
特·乔治·威尔斯 1898 年出版的小
说《世界大战》。小说讲述了19世纪末
的某一天，英国伦敦突然遭遇来自火
星人的袭击，这些火星人长相奇特，
有圆圆的肚子和三条章鱼般的爪子。
他们携带的武器远超地球人的科技水
平，比如某种类似激光的射线武器。
不过，最终这些强大的火星人还是被
地球上的细菌所击败。

由此可见，人类直到最近100年才
开始出现对外星人的想象。为何如
此？李淼认为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
直到近100年前人类的天文学才发展到
可以仔细观测其他行星的程度，二是
直到近100年前人类才发明了航空飞行
器，如飞机。

等到电影出现以后，人类又创作
出了大量的科幻电影，直观地把想象
中的外星人形象借助科技手段呈现在
大银幕上，例如 《星球大战》《阿凡
达》 等电影就一度风靡全球。但科幻
毕竟不等于科学，如何从科学的角度

思索外星人是否存在呢？

人类对外星文明的探索

李淼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外星
人存在的生物和化学基础是什么？然
后接着讲述生命的出现对环境有哪些
要求，最后回顾了人类搜寻外星人的
历史。

对于外星人存在与否至关重要的
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出现究竟对环
境有哪些要求？李淼提出了三个条
件：液态水、固态行星以及大气层。
人类要从地球之外发现外星人，也要
先找到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行星。

1960 年，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
德雷克开始提倡用射电 （无线电） 搜
寻外星人，发起“搜寻地外文明计
划”，简称 SETI 计划。SETI 计划一直
持续至今，它广为人知的原因是，任
何人只需要下载一个免费程序，就可
以加入到搜寻地外文明的工作中。在

无线电被发现之前，人类都是用眼睛
和望远镜进行天文学研究。德雷克为
什么要用无线电搜寻外星人呢？因为
人类最方便的通信手段就是无线电，
无线电容易穿透大气层，还能传到太
空中很远的地方。

继弗兰克·德雷克之后，第二位
致力于搜寻外星人的科学家就是前面
提到的 《暗淡蓝点》 的作者卡尔·萨
根。不过无论德雷克，还是萨根，最
终都没有如愿以偿找到外星人。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数
科学家、外星人爱好者前赴后继探寻
地外文明和外星人的踪迹，始终一无
所获，外星人仍然仅仅停留在科幻小
说和电影里。

教育的本质是帮孩子提升思维方式

那么，回到开始无数孩子好奇的
问题，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李淼如
此解释：“我们这本谈外星人的书并没
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一
个需要小朋友长大后去回答的问题。
也许它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也许永远
没有答案。”

闹了半天，李淼也没给出是或否
的答案，不过一本书读完之后，相信
家长朋友们肯定会比之前对于地外文
明和外星人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李淼在这
本书里普及了很多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乃至天文学的常识。此外，李淼
在讲述具体科学概念的时候，还会顺
带着讲一下那些伟大科学家的小故
事。从科幻到科学，从好奇外星人
到探索地外文明，教育的本质其实
就是帮助孩子提升原有的思维方式。

据《北京晚报》

家长该怎样给孩子讲外星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大家
的正常学习生活，我们不得不改变已经
习惯了的学习模式。对于面临中考的同
学们，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就现阶段
九年级的英语学习，给同学们提几个小
建议。

步子迈得稳一点

1. 回归课本，重视词汇
对词汇的考查贯穿于中考英语各题

项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效复习词汇的方法是：按字母表

顺序、分词性归类。例如：字母A开头
词汇共 92 个：动词 14 个，介词 10 个，
形容词副词共30个，名词38个。这其
中，需要掌握搭配用法的：动词 9 个，
形容词3个。其余词汇只需要会拼写就
可以了。

2. 系统复习，夯实语法
针对语法，建议大家列出知识清

单，系统复习。同学们一定认真听老师
的复习课，课后及时汇总知识清单，并
标出自己的知识漏洞。这种一目了然的
清单会在后面的复习中节省大家很多时
间和精力。

3. 勤于归纳，逃离题海
毕业年级的同学最不缺的就是习题

了，建议大家在课余有思考、有选择地
“刷题”。也就是：①归纳错题找出漏
洞；②分析原因，解决疑问；③练习同
类题加深记忆。

同学们现在宅在家，作业量不算太

大，正可以挤出很多自主的时间进行这
种个性化学习。

学习方法活一点

做自己的小老师，变复习为讲课。
所需工具很简单：白板笔、穿衣镜和抹
布。大家在讲给自己听的同时，边说边
写，不仅不容易走神犯困，更使大脑受
到来自声音和图像的多重刺激，想记不
住都难啊。

对自己的信心强一点

中考英语得高分并不难。大家先
要敢于定目标，要求自己除书面表达
外不丢分。然后，稳扎稳打地复习总
结，查缺补漏。信心是在不断提高的
正确率中增强的，是在稳步上升的成
绩中增强的，也是在漏洞的逐渐减少
中增强的。

据《今晚报》

备战中考英语做好这几点

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孟郊的
《登科后》一诗。

孟郊从小勤奋好学，很有才
华，但是他的仕途却一直很不顺
利，从青年到壮年，好几次参加进
士考试都落了第。他虽然穷困潦
倒，但性情耿直，不肯依附权贵，
屡次落第后仍刻苦攻读，决心用真
才实学叩开仕途的大门。唐德宗贞
元十三年 （公元797年），孟郊又赴
京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进士及
第。孟郊高兴极了，他穿上崭新的
衣服，扎上彩带红花，骑着高头大
马，在长安城里尽情游览。京城美
丽的景色使他赞叹，高中进士的喜
悦又冲击着他的心，于是，他写下
了这首著名的 《登科后》 诗：昔日
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恩无涯；春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诗把诗人中了进士后的喜
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春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成为千古名句。 晚综

走马观花

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詹姆
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小时候，有一次父亲
叫他画静物写生，对象是插满秋萝的花
瓶。麦克斯韦画完交卷后，父亲边看边笑
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
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
子。细心的父亲立即发现小麦克斯韦对
数学特别敏感，在他眼中许多事物都似乎
是几何图形。于是父亲就开始教他几何
学，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麦克斯韦在
数学方面显示了惊人的才华，15岁时他写
了一篇数学论文，发表在《爱丁堡皇家学
会学报》上，使得一些教授们惊叹不已。

孩子在五六岁时会对某一方面表现
出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父母要及
时捕捉孩子的敏感区，顺势予以引导，为
孩子的成才打开通道。 晚综

善于发现孩子的潜能

在古代，金属类的东西都算贵重物
品，如果典故属实，那位磨铁杵的阿婆算
得上有钱有闲的人了。不过，古代制作铁
针的确需要恒心和耐心。先要将烧红的
铁抽成铁丝，再剪成一段段，将一头磨尖，
另一头钻洞。制作用于针灸的针就更烦
琐了，要先插入腊肉中用油脂来填补坑
洞，尖端还要磨得又尖又圆，才能避免戳
断血管。

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
古人写错字直接用毛笔涂掉，王羲之

和颜真卿两位大书法家就是这样应付错
别字的。而最普遍的方法是：在错别字旁
边（通常是右上方）用毛笔加点，保留原字
继续写下去。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名为

“雌黄”的矿物涂在错别字上，有点类似现
在的“涂改液”，“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
的。

古代如何刹车
宋朝人坐太平车，车前有六七头驴、

骡或马牵引。没有刹车装置，下坡怎么办
呢？宋朝人想了个笨法子：在车后再拴两
头骡马，每逢下坡，就在车屁股那里扬鞭
吓唬，逼那两头骡马狠命往坡上蹿，和前
面六七头下坡骡马抗衡，以此来完成下坡
减速工作。

古人如何航海
世上还没有全球航海图时，航海家们

每次出行都是一次冒险，因为不知道是航
行在一条海峡、一片海还是一条河流上。
最笨的法子就是：船长指派一个水手，隔
一段就捞点水起来喝一口，是淡水，就证
明航行到了一条河上；是咸水，就证明航
行到了海峡上。 据《沈阳日报》

铁杵真能磨成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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