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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 环球自然日”青

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全球总

决赛正式落下帷幕。数天来，1 00支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共计300多名队

员在申请角逐201 3年全球总决赛的

名次。为了从一群佼佼者中脱颖而

出，甚至有小学生将活体蚂蚁做成活

教材，向众人展示蚂蚁为何会搬家。

蚂蚁小专家晒五万字日记
在展示区，有各种精美的手工

DIY展板。其中一个名为“ 蚂蚁为什么

会搬家？”的展示区吸引了很多评委

的注意。在该展示区放置了几本日记

本，上面注明了张子一小朋友数年来

写的近五万字的对蚂蚁的观察日记

和实验记录。

青年报记者随后联系到两名小

选手的指导老师、来自北京市西城区

青少年科技馆的张亚。她介绍说，两

名小学生今年都是1 2岁，在参赛前，

他们就对蚂蚁情有独钟。张子一更是

利用蚂蚁的装置养了3年多的蚂蚁，

写了几万字的观察日记。“ 为了让大

家了解蚂蚁窝的结构，张子一研究了

几次，他用卫生纸沾着乳胶，上色后

变成土壤的颜色，然后画出蚂蚁的蚁

巢，真实地展现了蚁巢样板房的内部

结构，比如哪些地方是存放食物的、

哪些是放幼虫的、哪些是用来产卵的

VIP间、哪个地方是蚂蚁们的厕所等

等。这种想法让人耳目一新。”

张亚透露说，为了研究蚂蚁，张

子一花费了不少零花钱，从网上购买

了实验用的日本弓背蚁、香斑弓背蚁

等洋蚂蚁。“ 我的研究表明，蚂蚁碰到

恶劣环境可能会搬家，但这不是绝对

的，比如暴雨破坏了蚁巢，它们就会

被迫搬家，但小雨就未必会迁移。当

蚁巢容纳不下那么多蚂蚁后，它们会

尝试建立新家。”张子一滔滔不绝地

向评委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家长：全力当好孩子的助理
现场，一些评委发现了不少动植

物迷。在“ 抹香鲸爸爸的奇幻之旅”

的展板前，青年报记者邂逅了杨浦区

复旦科技园小学的学生孙乐和他的

妈妈董女士。

董女士称，虽然她也和其他家长

一样望子成龙，但绝对不会给孩子压

力，“ 可能其他家长觉得学英语、奥

数、绘画、钢琴很重要，我们却觉得孩

子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董女士透

露说，他们家全是关于动物的书，酷

爱动物的儿子将这些书翻了个遍，重

点书页还折角。

几位评委告诉青年报记者，在过

去三个月的地区预赛和地区决赛中，

孩子们对自然知识的探索和设计作

品的创意让他们震惊。远古人类是怎

么迁移的？藏羚羊是如何搭载“ 地球

航班”的？舞台剧又是如何表现出天

鹅、江豚、甚至是未来菌体迁移的？这

些未来的主人们甚至把保护地球都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 曲眉丰颊，清声而便

体，秀外而慧中。”韩愈诗句中“ 秀外

慧中”四个字成为古往今来对美女的

最好写照。为了调查男女对美的看法，

昨天，市妇联与复旦大学社会性别发

展与研究中心以“ 秀外”还是“ 慧中”

为题，发布了第五期网络调查。结果显

示，21 .3%的男性“ 很看重对方外表”。

男性找对象更看重外貌
对找对象是否看重外貌，21 .3%

的男性受访网友承认自己很看重外

貌，这比女性高出1 1 .4个百分点。而

30.2%的女性网友的态度是：如果有

才，外貌差一点也接受。当然，多数受

访网友认为感情才是最重要的，财乃

情外之物。25.2%的网友认为“ 如果谈

得投机，外貌差一点也接受”，26.7%

的网友认为“ 如果待自己好，外貌差

一点也接受”。

是什么因素导致有一部分人在

找对象时总是比较看重对方外貌？大

部分人认为外貌差会影响下一代，持

这 一 观 点 的 男 性 受 访 网 友 比 例 为

51 .5%，女性网友比例为60.7%，女性的

焦虑度似乎较高。不过，除此之外，有

36.0%的男性受访网友和24.6%的女性

受访网友都承认，对象外貌差会导致

自己没有面子。

六成网友质疑“ 人工秀外”
漂亮的脸蛋、光洁的皮肤、高挑

的身材、丰满的乳房等一系列美的标

准导致整容整形产业快速发展，通过

人工手段就能达到“ 秀外” 的目标

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这一点

上都达成了一致。持不太赞成和不赞

成 该 观 点 的 男 性 受 访 网 友 比 例 是

55.8%，不太赞成和不赞成该观点的

女性受访网友比例是61 .2%。由此，超

过六成的网友们也认为通过人工手

段造出的“ 美女”原则上不可以参加

选美比赛。

不到一成网友认可选美
当今社会有很多选美活动和机

构，选美的意义在哪？66.9%的男性和

63.4%的女性受访网友都认为选美主

要是为了提升商业价值，接下来才是

打造社会文化。认为能选出最美的人

的比例非常低，不到总参与者的1 0%。

近期，网络爆出某高校“ 校花”学

历造假，这不仅说明网络舆论的力量

是强大的，选美的水很深以及美不能

有残缺，49.3%的男性网友和55.0%的女

性网友还认为：这说明内在美相比外

表美更重要。当然，也有网友说这是学

历造假太普遍的产物。如今在校园里，

不仅有“ 校花”，也有不少帅哥争当

“ 校草”。这不仅是校园生活和校园文

化的一角（ 男女两性的认同率分别是

53.7%和49.9%），更代表“ 美”是不分

性别的追求，蕴含着男女两性日益平

等。此外，22.9%的女性网友还认为，校

园里“ 校草”的评选多少说明了男生

也处在了被评价的地位。

“ 秀外”还是“ 慧中”？男女审“ 美”不一

调查显示男性择偶更注重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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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妇联和复旦大

学社会性别发展与研究中心共同发

布了《“ 临时夫妻” 还是“ 忠贞不

渝”？———转型期的性道德和性别平

等网络调查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当问及在性道德问题

上把什么因素排在第一位时，48.6%

的人选择了婚姻，24.3%的人选择了

自愿，1 6.5%的人选择了爱，9.6%的人

选择了无伤害，另有0.9%的人选择了

计划生育。可见，以婚姻、自愿与爱为

前提的性行为是为大家所公认的。

72.9%的受访者都说“ 不能接

受”配偶对自己有过不忠，1 4.7%的受

访者认为“ 偶尔一次，能接受”，5%的

人认为“ 只要迷途知返都能接受”，

4.6%的人认为“ 因生理原因或有几次

也能接受”，只有2.8%的人认为“ 只

要精神上不背叛都能接受”。这说明

忠诚是婚姻的基本门槛。

婚姻的最大敌人是长期分居两

地。在问到夫妻“ 双城生活”两到三

年，是否有把握保证自己对配偶“ 忠

贞”的问题时，称自己绝对有把握和

基本有把握的合计占比达到75.7%。

24.3%的人坦言，自己很难有把握。

调查显示：

七成受访者对婚姻坚守忠诚

小学生将活体蚂蚁做成活教材，向众人展示蚂蚁为何会搬家。 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