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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昨天，PISA 201 2“ 基于

计算机的问题解决测评” 结果全球

同步发布。在44个参与测评的国家和

地区中，上海学生的成绩与香港、澳

门并列第4位，男生的平均成绩明显

高于女生。这是OECD首次尝试用计算

机的方式来做这项测评，65个国家

（ 地区）中有44个参加。全世界约8.5

万名1 5岁学生参加此项测试，其中上

海有2372名学生参加。

沪男生成绩明显优于女生
结果显示，上海学生问题解决平

均成绩为536分，与中国澳门、中国香

港并列第4位，高于OECD平均分500

分。第1 -2名为新加坡（ 562分）和韩

国（ 561 分），第3名为日本（ 552分）。

有89.4%的学生在问题解决上达到2

级，即适应未来工作和社会生活需要

的最基本要求及以上水平，有1 8.3%

的学生达到5级和6级的高水平级别。

上海学生问题解决成绩受家庭背景

影响的程度与OECD平均相当。

调查显示，上海男生基于计算机

的问题解决平均成绩为549.3分，显著

高于女生的524.2分，性别差异在各国

（ 地区）中是较大的。从OECD各国平均

来看，男生问题解决平均成绩为503.4

分，与女生的496.7分差异为7分。

学生解决互动问题能力较弱
调查显示，上海学生解决静态问

题比互动问题好，获取知识比运用知

识好。同时，上海学生和其他国家

（ 地区）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相当

的学生相比，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相

对用纸笔解决问题的表现显著较低，

这与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用电脑学习

的情况有关。

上海PISA项目组负责人张民选

表示，根据测评结果分析，应提高学

生在数字时代解决问题的素养，增加

学生用电脑学习的机会，可以从用电

脑或移动设备学习、做作业入手，使

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 信息时代的原

住民”。针对男女差异，应关注性别

差异，增强女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意

愿。上海学生解决静态问题有优势，

但解决互动问题仍需加强，应给学生

提供更多实践型、开放型、研究型学

习机会，增强学生在不确定条件下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意愿。

据悉，问题解决能力是指在没有

直接明确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个人投

入认知过程以理解并处理问题情境

的能力，还包括处理这些问题情境的

意愿，以实现个人潜能，成为具有建

设性和反思能力的公民。

韩正昨天
会见香港客人

本报讯 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上午

会见了由会长杨钊率领的香港中华

总商会访问团一行。

韩正说，沪港合作源远流长，关

系十分密切。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

发开放以来，众多香港企业到内地、

到上海投资发展，香港中华总商会为

促进沪港紧密合作作出了很大努力。

上海的发展，学习借鉴了香港的许多

成功经验，当前上海正在逐步形成以

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我们要

继续向香港学习，不断优化服务业发

展的市场、法制和人才环境。沪港双

方正在积极筹备第三轮合作，两座国

际化大都市的全面合作，结果一定会

是双赢。韩正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情况，热

情欢迎香港企业家共同参与自贸试

验区建设，多提意见建议。

青年报记者 严柳晴

本报讯 上海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昨天举行，表彰为上海科技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

者。市委书记韩正向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国著名动力机械专家金冬寒，中国

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计算机软件科

学家何积丰颁发“ 科技功臣奖”。

华东师范大学张树义教授主持

的“ 蝙蝠的生态、进化及与病毒相互

关系的研究” 项目获201 3年度上海

自然科学一等奖。张树义是个“ 传奇

人物”：他是生态学者、探险家、还是

科普作家。他从事蝙蝠研究十年有

余，一系列科研论文、科普作品、科考

探险，揭晓动物世界的未解之谜。

他参与揭开SARS奥秘
从走上科研道起，张树义就与蝙

蝠结下缘分。他留有一张合影：在实

验室里，一只斗篷状的蝙蝠攀附在

身，如同披风一件，煞是威风。昨天获

奖的项目“ 蝙蝠的生态、进化及病毒

相互关系的研究” 是他1 0余年心血

的集合。

昨天，张树义获奖的消息传出

后，一则《 蝙蝠是类SARS病毒自然宿

主》的消息流传网端。其实，这是他和

别人2005年共同发表在《 Sci ence》的

一项研究成果。原来，他曾是科技部

SARS野生动物自然宿主研究项目的

负责人。当时，一连串关于SARS的科

研成果问世，除了开头那篇论文外，

2004 年 作 为 主 要 参 加 者 ， 他 还 在

《 Sci ence》发表了关于“ SARS分子流

行病演化规律”的文章。

从他的研究中，人们了解到：蝙

蝠是众多烈性传染病的自然宿主，迄

今为止，已在蝙蝠体内分离到80多种

病毒，其中一些是多种重大人兽共患

疾病的传染源，给人类公共健康和蝙

蝠生物保护带来威胁。

他证明地磁影响蝙蝠迁徙
在张树义1 0年的“ 蝙蝠研究”生

涯中，一系列关于蝙蝠的“ 未解之

谜”揭开。

他对蝙蝠携带冠状病毒的研究

表明：蝙蝠类SARS病毒与人SARS病毒

基因组序列同源性达92%，揭示了蝙

蝠是类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并证明

了冠状病毒与蝙蝠宿主存在协同进

化关系，为SARS病毒的动物溯源提供

了证据。

你知道蝙蝠飞行中，靠什么来

“ 导航”？众所周知，蝙蝠通常用回声

定位探测食物和周围的世界。然而，

回声定位的有效距离通常仅为几十

米，而蝙蝠迁徙时距离地面的高度可

达数公里。因此，它们在飞行过程中

的导航策略一直是谜。

在张树义的研究中，他以长距离

迁徙的山蝠为模型做了研究：当外源

性磁场的方向变化时，山蝠能够调整

自己悬挂位置。由此证明，山蝠是能

够感应外界磁场的变化，并利用磁极

罗盘进行定向。由此，一个未解之谜

揭晓：地磁对蝙蝠迁徙导航的起到重

要作用。

他是探险家，还是科普作家
早在1 991 年，他以博士研究生

的身份，来到位于南美大陆法属圭

亚那原始森林的纵深处的努里格生

态研究站，做博士论文的野外研究。

他两次到访努亚格生态研究站，总

共历时1 9个月。于是，成为我国第

一 个 到 亚 马 逊 热 带 雨 林 的 生 态 学

者。由此，他的“ 探险家”声名由此

远播。

“ 我专门研究棕色卷尾猴的取

食行为及其对种子的传播作用。这是

个‘ 疲劳’的课题，原因是卷尾猴太

活泼，它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活动，

在树梢上奔来蹿去，一会儿爬山，一

会儿过河。这可苦了我，我又得观

察，又得记录，又得注意不踩上毒

蛇，不陷进犰狳洞，不掉下独木桥，

不撞上带刺的棕榈。”他在考察笔记

中写道。

2006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奖。获奖的倒不是科研成果，而是

一部科普作品《 野性亚马逊》。书里

的描述妙趣丛生又险象环生，一个

野性丛林如现眼前。201 2年7月底，

张树义做了一回“ 孩子王”：带领华

师大二附中、延安中学等学校的9位

高中生开始了一场北极考察之行。

这也是上海首次组织高中生前往极

地进行考察。

“ 在‘ 探险家’和‘ 学者’两个身

份中，我更倾向于‘ 学者’的身份。”

张树义说，“ 科普工作也很有意义，将

来还会继续做一些科普工作。”

[链接]
新兴领域获奖比例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在今年上海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获奖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项目获奖比例达66.8%，创历

史新高。其中，生物医药领域74项，

占 25.1% ； 新 材 料 领 域 38 项 ，占

12.9%；新能源与环境领域45项，占

15.2%；信息领域40项，占13.6%。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解

决了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

键性技术瓶颈，为产业转型发展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上海科技奖励大会举行 华师大张树义获自然科学一等奖

“ 蝙蝠学者”爱探险爱科普写作

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上海学生不如韩日
沪专家建议：加强学生用电脑学习机会

张树义和其他研究者野外观察蝙蝠。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