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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研究苏轼写23份报告

记者在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微信公众号中

看到，《当小学生遇见苏轼》于10月9日推送。该

公众号文章称，针对苏轼诞辰980周年清华附小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了解苏轼生平、吟诵苏轼

的诗词、临摹苏轼的书法和画作等，并在老师推荐

下观看了纪录片《苏东坡》。

文章介绍，随着对苏轼的了解越来越多，小学生

们利用假期时间，进行了苏轼为主题的小课题研

究。他们自愿组成小组，确定研究课题，进行小组讨

论、分工，最终共完成了23份课题研究报告，他们研

究方向都各有侧重，包括《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

轼》、《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今人对苏轼的评价和

苏轼的影响力》、《唯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苏轼的

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苏轼vs李白》等。

27家5A景区在苏轼诗词中出现过

在这些报告中，5位小学生所写的《大数据帮你

进一步认识苏轼》里，学生们通过电脑程序运用大

数据分析，对苏轼的3458首诗词进行了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子由”是苏轼诗词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词语，在《苏轼诗词全集》中共出现 229 次，

“足可见苏轼与弟弟子由之间的手足情深。”

另外，“归来”一词共出现157次，“归去”则出

现92次。学生随即展开思考，这样用词的原因是

因其总是在到处云游吗？通过进一步分析诗词创

作的年代，结合苏轼被贬谪的经历，学生发现，“苏

轼一生三次被谪，每次被谪结束之后，苏轼诗中”

归来“出现的次数就会有所增加。”

还有同学带来了《人杰地灵——苏轼的旅游

品牌价值分析》。该文章指出，苏轼一生云游过很

多地方，在诗词创作中对美景更是毫不吝惜赞美

之情，已然成为了不少风景名胜的“文化符号”，那

么在这些景区中，他究竟拥有多大的品牌价值？

报告介绍，起初，学生逐一查找了苏轼诗词中的

景点，尝试后发现工程量太大。后来将研究范围缩

小到国家5A级景区，这些景区相对好找，并且占旅

游收入70%。统计后发现，共有27家国家5A级景区

在苏轼的诗词中出现过。报告提到，假定景点接待

人数与景点价值之间有对应关系，即可粗略得出这

些景点的价值。再以苏轼为该景点写诗的次数，按

比例折合成其对该景点的无形资产贡献，最终估算

结果显示，苏轼在他“推广”过的5A级景区中的品牌

价值大约在26.75亿到128.70亿之间。

“天外来客”
到底归谁所有？
寻找香格里拉陨石热度不减

据新华社电 10月4日，云南省迪庆州发

生一次火流星空爆。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旅行

者等，纷纷到迪庆寻找“香格里拉陨石”；网友

对此的关注也持续不减。那么，寻找陨石有多

大把握？若找到陨石，到底该归谁？

非专业人士
贸然前往搜寻不理性

“科考队和古玩协会的人都来找过陨石。”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乡长李金华说，一外省古玩

收藏协会6日到达尼西乡，主要是到尼西小学

对学生和教师及周边村民进行陨石鉴别科普，

收集“火流星”空爆当晚目击者拍摄的照片、视

频等能够帮助确认陨石坠落事实的相关资

料。该组织表示，如找到陨石后，可帮助检测、

鉴别。

另据介绍，7日上午，一些相关科考机构

的人员到达尼西乡，调查、了解陨石坠落相关

情况，并入山寻找陨石。但他们没找到陨石，

于8日离开。

“我们允许（相关科研组织）寻找，但要尊

重当地风俗。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可以提供向

导。”香格里拉市政府办主任陈永平说，香格里

拉市已要求尼西乡、五境乡的乡、村干部，对进

入辖区寻找陨石的人员进行登记，包括人员身

份、人数、目的。据了解，香格里拉林区范围

广，森林防火压力较大。

此外，还有部分陨石收藏爱好者前往迪

庆进行搜寻。对此，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

子强表示，这可以理解。但目前无法确定是

否有流星体残骸；即使有残骸，其是否有放

射性、是否包含有害物质都还不确定，“从个

人安全角度来说，一些非专业人士贸然前往

搜寻是不理性的。”

陨石归属何家？尚无定论

“收藏爱好者一般不具备科研能力，找到

陨石交给科研机构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金

子强认为，太空领域研究是未来科学研究的重

要领域，流星体残骸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

值，对于国家探索宇宙、发展航天事业意义重

大，由科研机构占有并研究，比由公民个人占

有更能发挥其价值。

不过，目前，我国就如何界定陨石这类“天

外来客”的权属，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认为归国家所有，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

家所有。”但陨石是否属于自然资源，目前存

在争议。

另一种认为，陨石应该适用“先占”原则，

由“第一发现人”所有。该观点认为陨石属于

无主物，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权。但我国相关法

律制度并未完善。

还有一种认为，应归属陨石降落地土地承

包人、房屋所有人。但土地承包人仅享有承包

延伸的权利，“陨石落到承包的土地上便可主

张其所有权”缺乏法律依据。

“对于陨石这种外来物质的所有权，我

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云南凌云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孙文杰说，目前，我国法律对

化石、矿产资源、自然资源都有相关权属。

陨石不是化石，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矿产资源

和自然资源或文物，并无特别法规定陨石的

所有权问题。

金子强建议，如果有收藏爱好者发现流星

体残骸，不要贸然行动，应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进行处理。“此次，有人担心科研机构收集不到

流星体残骸，这是文物保护意识提升的体现。

如果能从此事相关思考中听取有益的建议，也

是好事。”他说。

孙文杰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

相关法规，明确陨石的权属问题，并采取相关

措施防止珍贵陨石资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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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词中哪个词

出现频率最高，苏轼诗词

中出现的景区哪个品牌

价值更高，除了诗词以外

苏轼还有哪些成就，苏轼

的“朋友圈”又是什么样

的……十一长假刚过，清

华附小 2012 级 4 班的一

篇微信文章“火”了。在

这篇名为《当小学生遇见

苏轼》的微信推送中，展

示了这个班的六年级小

学生所做的几份有关苏

轼的小课题报告。

校方表示，上学期开

始老师便开始指导学生

精读苏轼诗词。本学期

学生们综合各学科知识，

并通过查资料、做问卷做

了 不 少 关 于 苏 轼 的 调

查。对于有网友质疑这

些报告或为家长所作，校

方表示，家长只提供了一

些细节部分的帮助，大多

数内容是学生在老师指

导下完成。

小学生搞研究
家长是否参与？

“没有清华爸爸，小学生还能遇
到苏轼吗？”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
研究走红网络后，有网友质疑，孩子
们的表现其实是家长的功劳。

家长到底参与了多少？该班数
学老师易博介绍，在研究过程中，家
长只在一些细节上给予帮助，比如寻
找计算软件，绘制折线统计图等，剩
下的数学分析都是学生自主完成。
学生经过三年的锻炼，已经做了十几
次课题研究，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方
法，现在写上一篇调查报告已经问题
不大。他认为，探究式学习让课程更
加严谨，锻炼了学生的操作能力。

追问

追访 研究课题小学生
“习以为常”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 11 日表
示，该校六年级的小学生们,从三年
级开始就已经在进行各种课题研究。

“为了激发学生积极性，学校提
倡老师带领学生做课题研究”，班主
任连洁介绍，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
学生们先后做过十几次课题研究，包
括“种子生长日记”、“地铁雾霾影响”
等。研究地铁雾霾影响时，一名学生
在家长陪同下去了北京的七个地铁
站，分别测量空气指数，得出了“地铁
空气质量与地面相差无几”的结论。
他呼吁人们进地铁也要戴口罩，并建
议有关部门在地铁站加设空气净化
设施。研究鲁迅时，有学生甚至总结
出了鲁迅的理财经验，“他喜欢买房
子。”学生还发现鲁迅爱吃辣椒、爱看
电影。此外，研究还包括鲁迅的写作
习惯、着装风格、喜欢的颜色、恋爱经
验等等。

窦桂梅介绍，课题研究强调学科
整合，这就需要老师具备较为完整的
知识体系。组建课题组时，由语文、
数学、科学的老师合作，老师为学生
寻找有意义的选题，熟练后，再由学
生自主选题。通常，学生初次自主选
题，都难以避免“大而空”。因此，老
师会先设置七到八个研究方向，再细
分下来，就能形成几十个小课题。接
下来，就是查资料、问卷调查、分析、
答辩等环节。（新京报）

热点追踪

教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创作的教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创作的““苏轼苏轼””主题的书画作品主题的书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