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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聚焦 /教育周刊

! ! ! !“斯瓦尔巴德群岛，北纬 !"度 ""分。”
这个地理位置对上海延安中学的四个男生
而言有着极特别的意义，它是去年那场北极
之旅去往的最北点。“去北极前是抱着探险
心态，但从北极回来，无论是直面北极熊之
死，还是体会北极生物多样性，都让我们心
存对科学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有时候，
勇气或许就促使你迈开科学的第一步。”

虽然已从北极探险之旅回来已有半年
之久，余思易、沈泽源、茅圣轩和姚俊嵘谈及
北极仍是兴奋不已，更把在地球极北学会的
科学探究精神延续了下来。上个月，他们每
人都向上海市青少年创新大赛提交了一份
有关北极的科学研究课题。

带着课题自己找专家
对人类而言，能去到地球两极与冰雪世

界相拥已不是稀奇事。近年来，也不断有上
海高中生前往极地探险的消息传出，但像余
思易们这样出发前就带着课题去北极的并
不多。这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华东
师大教授张树义第二次组织上海中学生去
北极科学考察，考察时间为期 "#余天，考察
团中除了延安中学的四名学生外，还有来自
华东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学
校的学生。

延安中学高二（"$）班的沈泽源和高二
（%）班的余思易是初中同学，从小就在一起
搞些科学小实验。一起报名参加了北极学生
考察团后，两人就一直琢磨着找选题、找导
师的事。“以前觉得兴趣对科学研究很重要，
但没想到勇气才是促使我迈出科研的第一
步。”余思易说，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直接
就“杀”去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所。当

时，他带着自己有关北极微微生物的课题敲
开了极地中心一个个科研室的门，终于遇到
了答应带教他的对口专业的导师、微生物科
室的林凌博士。和余思易一样，沈泽源们也
都是第一次踏出校园，主动向专家寻求科学
指导和帮助。

跳入北冰洋挑战自我
跃入海洋，是船员到达航行的最北端或

最南端时举行的一个传统仪式。这次“北极
之旅”，四个男生也和船员一起，一同跳入北
冰洋，挑战在冰水中游泳。虽然考察团抵达
北极的时间是北极的夏天，但是海温依旧很
低，接近于零度。姚俊嵘说，咬牙跳入海水那
一刻，脑袋里其实一片空白。“刚入水时，还
没有感觉到寒意，只有刺激、兴奋和快感，尤
其是看到自己被海水包围，海面上还有浮冰

相伴。但没几秒钟后，刺骨的寒冷就会刺痛皮
肤。爬上船后，全身湿漉漉的，更是有点冷。”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沈泽源从小与海洋
军事有着不解之缘。&岁时，他就爱画军舰
图，"#岁，就捧着《海权论》津津有味地读。
“对于浩瀚的海洋，我始终有一种征服欲。跳
入海中就是一种海洋精神的体验。”沈泽源
说，在北极之旅中，他还巧遇过中国极地科
考队队员。“别看北冰洋很美，但对于科学研
究而言，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环境。这种科学
精神也是北极行的一大收获。”
张树义说，这些孩子平时都生活在相对

平淡的环境，从来无法想象北极是什么样
子。“去北极除了体会探险精神，更希望孩子
们能在这种环境下学做科考，培养孩子坚强
勇敢的意志。”

本报记者 马丹

茅圣轩!朗伊尔宾的化石山

今天，两位当地登山探险家带着训练有
素的雪橇猎狗带领我们去征服远处的化石
山。来到山脚下，突然下起太阳雨。刚才还结
结实实的泥土，突然变得松软起来。我脚下
一滑，右手撑在了地上，手上沾满了泥土。于
是，我压低重心，满身大汗地爬上了山顶。
终于爬上山顶，我和伙伴们开始寻找化

石，却无从下手。登山家好心指点：“化石一
般都是层理结构，而且化石一般不会直接显
露在外面，要靠锤子去砸开层理石块，也许
才能找到化石的痕迹。”还记得找到第一块
层理结构的石头，我立刻拿榔头敲。那位热
心的朗伊尔宾人笑着告诉我，要对着凹状的
纹路去敲！终于，我寻找到一块完整的叶脉
化石痕迹，心中雀跃不已。北极的化石山，给
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寒冷的气候，更
是给人的一种新鲜与挑战。

专家点评!

茅圣轩是一个做事有板有眼!十分认真

的"大#学生$但对待科学的态度特别严谨%

余思易!敬畏人类之渺小

也许只有在行走于冰川之上时，我才能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类的渺小。我
们一直以万物之长自居，但比之于自然，每
个人甚至都算不上是沧海一粟。走上冰川亲
眼看见大块冰落入海中的场面，只能用叹为
观止来形容吧。

张老师曾说，在野外，一个小差错可能
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冰川上，万籁俱寂，
只能听到水流声，抑或是冰川融化的声音
吧，这都给人一种冰川是活着的感受。然而，
目前斯瓦尔巴德群岛的冰川仍难逃加速融
化的命运，这使人无法不为其感到遗憾。

专家点评!

北极之谜并不能靠一次旅行就能解读%

敬畏之情开启的是科学探究的大门$考察的

目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学会科研的方法$

保持科研的兴趣%

沈泽源!救助小海雀

我们在路边小溪中发现一只雏鸟正不
断尝试向上游游去，可是怎么也不成功。于
是，我们将小鸟捧在手中，去找科学家求助。
一群动物学家仔细检查了这只小海雀，告诉
我们小鸟很健康，只是因为没能借着高空的
气流学会飞翔。他们不建议我们帮助小鸟，
“因为人类没有权利改变大自然的选择。”

可是第二天，动物学家们发现小海雀仍
在原地挣扎时，就把它带上屋顶尝试抛扔法
训练她飞行。最终，小海雀本能地展开翅膀，
开始飞翔。
对此，我产生了强烈的疑问———他们为

什么最终还是帮助了这只小鸟？我们到底应
该不应该插手大自然的事务？曾有人说，如
果你爱这个地球，就请不要改变原有的一
切；生物只属于自然而不是人类。

专家点评!

在自然界$救与不救这样的个体$都是

有道理的% 救$是出于人类的人道&不救$是

基于不干预大自然的原则%

北极日记摘选

延安中学四男生北极考察的最大收获———

勇勇勇气气气是是是迈迈迈开开开科科科研研研的的的第第第一一一步步步

! 沈泽源勇敢地跳进北极冰冷的海水中

! 雨中造访海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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