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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学习》，[法]斯坦尼

斯拉斯·迪昂著，周加仙等

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3 年

3月出版，定价：109.90元

因唐孝威
学习之前，先弄清大脑的工作原理

《守护你的甲状腺：核

医学有绝招》，余飞著，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6

月出版，定价：49元

近些年，我国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持

续攀升。对于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

乃至甲状腺癌等疾病，大众耳熟能详。

具体应该如何防治这些甲状腺相关疾

病，是大众迫切想了解的知识点。另

外，“核医学”也是广受百姓关注却又

相对缺乏了解的一个领域。人们常把

“核”与原子弹、辐射联系在一起。最近

日本排放核废水话题一度引发热议，

使不少人谈“核”色变。实际上，核医学

先进的诊疗手段早已在甲状腺疾病治

疗领域大展身手，却因为种种原因，与

大众有距离感，好似蒙上一层神秘的

面纱。虽有相关学术著作，但因为内容

“高深莫测”，并不适合非医学专业的

普通人阅读。本书的出版很好地填补

了这一科普领域的空白。

第一章为“甲状腺的自我介绍”，配

有多张趣味十足的手绘漫画，让甲状腺

这个“小蝴蝶”的样貌翩翩飞入读者心

中。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即使没有相

关医学知识背景，也能读懂。第二章详

细介绍了与甲状腺相关的核医学“明

星”———锝、碘、氟，让这几个化学元素

变得更为“立体”。

同时，本书介绍了各类常见的甲状

腺疾病，从症状、检查手段、治疗方法

等方面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不仅能作

为了解相关知识的科普读物，也能让甲

状腺疾病患者按图索骥，把它当作一本

“工具书”加以使用。

此外，书中用三章大篇幅介绍了核

医学如何在甲状腺疾病检验、治疗中大

显身手。核医学不仅能够用于甲状腺

功能的测定，也能够用于鉴别甲亢与亚

甲炎、“热结节”与“冷结节”等疾病，还

可以用于甲亢、甲状腺癌的治疗，绝招

甚多。

知晓甲状腺与核医学
因丁思月

“学习”一词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学

习的活动也贯穿了每个人的一生。但是，

学习究竟是什么？在人类已经冲出太阳

系，探索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奥秘的

今天，这个问题仍然难以破解。

《精准学习》一书通过揭开人脑学习

的黑箱来揭示人类学习的奥秘。书中从

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心理学

的交叉学科视角，解释了学习的真正运

作方式，描述了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以

及日常生活中，不同年龄段的人怎样才

能最好地利用人脑的规律来学习。本书

展示了大量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据，

是一本极具创新价值的科学启蒙读物。

本书的作者斯坦尼斯拉斯·迪昂院

士是法兰西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教授，

是研究人脑如何学习的世界顶尖专家。

他根据长期以来对儿童的研究与观察，

得出结论：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就具备

获得语言、视觉和社会知识的能力，其学

习速度已经“超过了任何现有的人工智

能算法”。

为了探索还没有具备语言能力的婴

儿的脑与认知能力，研究者们设计了一

系列精巧的实验，对不满一岁的婴儿的

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一个实验中，

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看到一个球沿着一

条直线自主移动时，他们不会感到惊讶，

但是如果他们看到球跳过一堵墙，继续

移动时，就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不符

合自主运动的原理。

这些研究表明，婴儿的脑不是一

块白板，而是已经拥有了复杂的认知

结构，拥有先天的思维语言。对于人工

智能来说，婴儿的这些推理能力已经

过于复杂了。

本书的研究表明，目前机器还无法

超越人脑的智慧。机器要达到婴儿这样

的智力水平，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结论应该会让那些担心人工智能即

将接管世界的人心安神定了。

本书对人脑的学习机制与人工智能

的算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人工智能领

域研究者可以从人脑学习机制中获得发

展人工智能的灵感。

这一方面启发了人工智能向揭示人

脑规律的深处迈进，使得模仿人脑的人

工智能机器仅仅依靠编程计算技术就已

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机器智能高度。

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所提供的

高效、便捷、精准的工具，我们可以更好

地研究人脑，通过挖掘数据、寻找信号

中的模式，对人脑的活动进行解码。

迪昂在定义学习、分析人工智能与

人脑智能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人脑

学习的原理，提出学习的最重要机制是

神经元的再利用，即人脑学习再利用原

本用于其他用途的脑区。

例如，识字者的脑中视觉词形区是

将识别面孔和形状的脑区再利用以识别

文字，专门用于面孔识别的部位会从大

脑左侧移至右侧，以便为人脑新程序的

运行留出空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

学习的“四大支柱”：注意、主动参与、错

误反馈以及通过睡眠进行记忆巩固。

“四大支柱”本身并不新颖，迪昂的

创新之处在于———基于人脑的运行方

式，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教育应用的视

角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这些研究

对于教师、家长以及受教育者的实践活

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注意”为例，注意是人脑对特定

对象的指向与关注，其目的是选择并放

大相关信息。人工智能需要输入大量的

数据，进行广泛的训练，才能够获得特定

的注意能力，但是人脑可以迅速地专注

于特定的内容，同时抑制分心脑区的神

经活动。而一些人引以为傲的多任务处

理能力，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幻觉”，因为

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证明，人脑是按照

顺序在关注的多个事件之间进行切换，

并不能同时做多件事情。

人类能够自我教育。人类对世界的

大部分认识并不是由基因传承下来的，

而是通过实践和向他人学习而获得的。

为了培养人类非凡的学习能力，人类建

立了专门的机构———学校。在人脑具有

最大可塑性的时间段，教师在课堂上向

他们传授知识、传递智慧。虽然幼儿在

敏感期脑的可塑性最强，但是人脑学习

能力的提升可以持续终身。

本书是教育神经科学交叉学科领域

的优秀著作。2010年 12月，我应邀与迪

昂院士在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为我国的第

一个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揭牌。在揭

牌仪式上，迪昂表示，华东师范大学成立

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不仅对于中国

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

推动了国际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

本书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神

经科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周加仙研究员

在十多年的磨砺中成长为我国教育神经

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她具有神经

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学习、研究与工

作背景，是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者，她的

这种研究背景十分适合本书的翻译。

本书就人脑学习的创新成果进行了

详细阐释，内容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尤其

对于教育而言，颠覆了传统教育研究中

缺乏严谨、科学、可靠证据的局面，打开

了人脑学与教的黑箱。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

教授。本文系《精准学习》一书推荐序，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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