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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漫评

（一）运动影响意志品质的大
脑生物学标记被发现

教育在线：我知道您长期专注于人
类运动行为与大脑健康的相关研究。您
近期发表在瑞士一家出版物 《脑科学》
上的研究成果指出，冰雪运动能够显著
改变与意志品质相关的脑区皮层厚度？
你们具体进行了怎样的研究？

魏高峡：这项研究招募了16名平
均专业训练时长大于8年，且为我国国
家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作为专家组，
18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被试作
为对照组，对所有34名被试进行磁共
振扫描和意志品质行为测查。

结果发现，这些运动员专家组在意
志品质总分及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
和坚韧性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基于大
尺度的大脑结构分析表明，运动员专家
组在左侧楔前叶、左侧顶下小叶、右额
上叶的皮层厚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此
外，意志品质的独立性分数与左侧顶下
小叶皮层厚度显著相关。

教育在线：听起来很专业，这样的
发现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有价值
的信息呢？

魏高峡：这一研究发现提示我们，
运动可能通过重塑部分大脑组织，实现
对人的意志品质的构建和强化。这项研
究为探索意志品质的相关神经机制提供
了有意义的借鉴和启发，同时也为与意
志品质相关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

教育在线：为什么要特别选择冰雪
运动呢？

魏高峡：首先，冰雪运动是在寒冷
的环境下依托冰雪场地和一定器材进行
的一种技能运动，这项活动集中展示了
人类意志品质介入的力量。对冰雪运动
的这一显著特点，国内外专家早有揭
示：比如，有专家指出，从事冰雪项目
的个体必须克服气温寒冷和初次练习的
畏惧心理、快速滑行中失去重心平衡和
摔伤的恐惧心理以及自身阻力等困难，
在学习过程中要借助器材，在反复练习
中学习平衡和灵活动作等技巧，要不断
克服客观困难和主观困难才能取得技能
的进步，付诸坚强意志努力才能完成冰
上项目动作。因此，参加冰雪运动的儿
童在坚韧性特征上表现显著。其次，中
外专家都意识到，速度快，起跑、快速
制动、急转、跳跃等动作快速转化过程
中容易造成运动损伤,需要个体具有足
够的信心和勇气；第三，难度高，是集
速度、力量、灵活、勇气于一体的运动
项目，需要接受专业系统的持续训练才
能掌握不同速度体态下重心的平衡和核
心力量、灵敏素质、协调能力以及专项
技术动作。这些过程对于培养个体目标
清晰性的把握以及对目标的坚持性可能
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冰雪运动可以
看作是提升意志品质自觉性和坚韧性的
天然场景。

教育在线：在短道速滑运动员中发
现的这些结论，能泛化到其他运动项
目吗？

魏高峡：凡能够挑战人体体能和技
术的运动项目，个体经过高强度的科学
化训练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技能的动作
系统或者运动项目，应该都能达到锤炼
个人意志品质的目的。我们另一项针对
儿童冰雪项目（涉及短道速滑、花样滑
冰和冰球）的追踪研究，也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12周的冰上运动训练后，实验
组训练后的意志品质总分及坚韧性、自觉
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训练前，提示冰雪
训练能显著提高儿童的意志品质。这一结
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儿童的心理发育特征，
还对儿童青少年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教育在线：这里选的运动员都已经有
了多年的训练背景，短时间的运动对人大
脑相关区域的重塑有价值吗？

魏高峡：短时间运动同样能对重塑大
脑有影响。目前的脑成像技术使我们能够
探测毫秒级大脑功能活动的变化，比如我
们团队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大学生进行
半小时有氧运动干预，结果表明，即便是
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也能改变与
工作记忆相关脑区的功能活动模式，且这
些活动模式具有一定个体差异。我们团队
的这些研究发现已经在线发表。

教育在线：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怎么
能断定是体育运动这一因素而不是其他因
素直接影响了孩子的意志品质呢？

魏高峡：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我们
在实验设计时必须考察的重要内容。除
了在招募研究对象时，我们对研究对象
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了
合理匹配外，我们还在实验研究中通常
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控制可能因素的
影响。

教育在线：激活影响意志品质的脑区
和意志品质的提升能直接画等号吗？

魏高峡：目前，脑科学研究技术还不
能帮助我们直接画上等号。大多数脑科学
研究证据只能提供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相关
关系。短道速滑运动员大脑结构研究的结
论提示，左侧顶下小叶皮层厚度越厚，个
体意志品质的独立性分数越高。这一结论
或许可以为今后运动员选材和训练提供重
要的依据。鉴于该研究的样本量有限，今
后还应扩大样本量进行重复验证。

教育在线：我们注意到，业内说这是
一条意志品质研究的新思路？以前的相关
研究没有过吗？

魏高峡：此前，现代心理学体系对意
志品质的相应研究，对其大脑神经机制的
探索尚未见到。比如以前很多的相关研
究，关注个体的心理特征变化多是采用自
我报告的方式，我们团队则关注脑内是否
有专门的组织影响了人的意志品质有关的
行为。

（二）运动对人类大脑重塑的研
究意义深远

教育在线：您为什么会关注运动员的
大脑结构？您所从事的专业具体怎么
称呼？

魏高峡：兴趣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最大
动力。我从事的是运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
究方向，是一门心理学、体育科学、脑科
学与认知科学高度交叉的学科领域。大的
学科领域属于运动心理学，主要指的是竞
技运动心理学，此外，还有锻炼心理学和
体育心理学，在国内均统称为运动心理
学。主要探索的内容之一是个人从事专门
运动训练或者身体锻炼，或者接受体育教
育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心理获益。比如运
动如何促进记忆、运动如何降低抑郁，包
括本次访谈提及的运动行为如何塑造个体
意志品质。

在2009年，在接受 《北京科技报》
采访时候我就曾经讲过：四肢发达、头脑
不一定简单。在 20 世纪初，人们都认
为，成熟的大脑就不可能再发生变化了，
包括神经突触、神经细胞的生长都发生在
成年之前。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
大脑在人的一生中都在发生变化，即便是
老年人的大脑，也能发生改变。而运动恰
是重塑大脑的一个重要变量。

教育在线：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您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吗？

魏高峡：是的，我们团队会和国内一
些优秀运动队合作，从脑科学研究的视
角，为专业运动员的各种心理能力寻找脑
科学证据，同时帮助教练员利用这些研究
成果进行心理训练，寻找优秀而适合的苗
子。比如，我们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了一
项运动员大脑结构特征的探索。2006
年，我们和跳水运动队合作，采用核磁共
振技术，发现运动员群体中与运动有关的
区域，双侧丘脑和左侧运动前区的灰质密
度显著高于普通人。而且，随着运动年限
的增长，左侧运动前区的灰质密度也表现
出显著增加的趋势。我们推测，这个研究
结果有可能从神经机制上，解释了运动员
为何具有高度的运动控制力和优秀的运动
表现力。

教育在线：脑区结构发生变化，是否
意味着他们的智商也更高了？

魏高峡：把大脑结构的变化直接等同

于智力的说法不正确，灰质密度高仅仅是
大脑发生变化这一客观现象的描述，严格
说来，不能由此推测运动员的智商优于常
人。但另一项脑功能活动的研究发现，跳
水运动员的动觉表象能力高于普通人，我
们观察到这种优秀的动觉表象能力源于大
脑海马旁回功能活动的激活。这些研究结
论并不是直接测量了智商，只是评估了运
动员某些方面的心理能力，而且发现这些
心理能力相对应的大脑生物学标记。不同
的运动项目塑造的心理能力是不同的，比
如球类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动作知觉或者决
策能力更好，花样滑冰运动员的动作记忆
更强。当然，这些心理能力也不等同于
智商。

教育在线：类似体育活动对人类大
脑重塑的研究，对我国教育事业、对老
百姓的日常家庭教育，能起到怎样的作
用呢？

魏高峡：其产生的启发和影响是巨大
的。比如，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
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中要求在
校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育活动不得少于一
小时，以及去年强力推行的“双减政策”
等。但公众对于学校体育教育的作用认识
还不充分。运动不仅仅能促进身体健康，
还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情绪健康、意志品
质带来很多有益的影响，这些影响与大脑
发育和身心健康关系密切。比如，近年来
青少年群体中抑郁患者增多。“玻璃心”
和“孩脆脆”比例日益增多，折射出当今
社会儿童青少年一代意志品质的薄弱和挫
折教育的缺失。而这一发现能够提示我
们，身体锻炼能让孩子开心起来，还能提
升儿童意志品质。

近期，我们团队还进行了一项30分
钟有氧运动的脑成像研究。研究发现，即
使只有30分钟有氧运动，已经能增加前
额叶 （主管调控和计划行为） 与杏仁核
（负责情绪）的功能连接强度，增强的强
度能够直接预测负性情绪改善的程度。试
想，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知道运动带来
如此多的益处，你还不行动吗？

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目前，我们正在
和高校合作开展孤独症儿童的治疗和干
预。此外，我们还打算开展校园欺凌的综
合干预计划。作为基础研究科研工作者，
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帮到孩子们，
看到他们脸上有笑容，心中无阴霾，快乐
健康地成长。

想要孩子开心、顽强、聪慧？动起来吧！
——对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魏高峡

本报记者 贺春兰

此次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以两金一银的成绩精彩演绎
了自己的冬奥首秀，亦因为在多方面表现出的优秀特质成为
此次北京冬奥会中的顶流。但与此同时，一种焦虑情绪在朋
友圈里滋生。很多爸爸妈妈慨叹：我们学不来。谷妈妈遂被
奉为“海淀妈妈的天花板。”所谓学不来，主要指谷妈妈在
谷爱凌身上所投入的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令一般人望尘莫及。
确实！没有任何人的成功可以复制，即使遗传和成长环境相
近的双胞胎，即使同一个人前后也难以复制同样的成功。但
依笔者看来，就现有的报道来看，谷妈妈还是有很多育儿理
念值得我们借鉴而且也完全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的家庭
教育产生启示。

鸡娃鸡什么？

24年前，谷爱凌母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绝不要怀
疑一小批有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的人可以改变世界。”而多
年后，我们亦看到谷爱凌身上的使命感以及由这样的使命感
所带来的强大的驱动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谷爱凌说：我
希望因为我的影响，更多女孩儿开始享受冰雪运动。类似的
心声我们看到谷爱凌在 12 岁的一则演讲视频中也有提到。
我们不能不将其归因于母亲于谷爱凌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影响
和浸润。

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对社会
现象做着价值判断，从而对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动力产生影
响。在琐碎的生活日常中，孩子们会和我们分享学校里、师
生间的故事，他们面对着种种的开心和懊恼。对此，作为家
长，我们如何评判，给孩子们强化什么价值，注入怎样的精
神追求，一定会无声地影响到孩子们的选择。我们无法想
象，一个两眼苍白、利欲熏心的父母能够助力孩子为人类社
会作出奉献。

鸡娃还是鸡自己？

曾有评论者带着酸溜溜的情绪评析道，谷爱凌的妈妈真
会给女儿选择赛道。而我想我们要追问的是，具备给女儿选
择赛道的能力恰恰是谷妈妈努力的结果，是她的底蕴和眼界
所致。谷妈妈的眼界和奋斗经历提醒我们，作为父母，我们
不能只顾着鸡娃，让孩子优秀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和成长。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说，谷爱凌的榜样效应可能开启
中国鸡娃新时代。人们都说，父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无论你的起点怎样，你奋斗的样子，一定会成为孩子的榜样
而对孩子产生有形无形的激励。而父母亲的背景经验、眼界
和视野，一个念想一个期待事实上都有可能影响孩子们走向
远方。这几天，徐梦桃的故事同样刷屏，我们看到，作为此
次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冠军的徐梦桃出身
寒门，父母靠卖烤串为生，但就是这位父亲，因为自己是个体
育迷，从而在徐梦桃玩耍时，发现了徐梦桃“具有非常好的柔
韧性”这一天赋特质，并推举着徐梦桃开启了体育人生。

鸡娃怎么鸡？

谷爱凌三岁起被妈妈带着开始了冰雪运动之旅，而当谷
爱凌自己的梦想起航，谷妈妈的姿态则是，陪伴支持而不干
预，建议而不强求，充分地尊重，将决策权留给孩子。谷爱
凌敢担当敢决策的性格令公众印象深刻，有论者甚至称之为
创新型人格。2022 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
赛中，谷爱凌因为决赛时“第三跳”的大胆决策而夺冠。这
个项目并非谷爱凌的优势项目，决策前，她给母亲打了电
话，母亲审时度势，建议她采取能够保银牌的稳妥的方案。
但母亲最后讲了一句话，到底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于是谷
爱凌自作主张，选择做了一个她平时训练都没有做过的高难
度动作，最终成就了自己的第一块金牌。可以肯定的是，谷
爱凌独立思考、敢于担当的决策力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由
母亲的放手所成就的。

类似的经历我们在同样被称为天才少年的苏翊鸣的成长
中也能看到。苏翊鸣曾是个小童星，8岁接受采访时，他还
说只想把滑雪当成业余爱好。可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
面对举国狂欢，苏翊鸣在做演员和职业的滑雪运动员之间产
生了动摇。这时候苏翊鸣的父母让他自己决策，“做你喜欢
的”。苏翊鸣的父母还强调，“无论如何选择，我们都支持
你，但选择了，就不能半途放弃。”

我们看到，正是父母的尊重和放手，成就了两位少年敢
于决断、勇于拼搏和自我负责的坚定坚持。当下双减的背景
下，孩子有很多的时间还给了家庭，而倘若一个孩子的课余
时间习惯性地被父母支配，我们无法相信这个孩子能够锤炼
出独立负责的习惯和敢于担当的品格。

总之，每一个人都无法决定自己从哪里出发，个人和家
庭的具体样子无法复制。但从谷爱凌和优秀的奥运健儿身
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兴趣、热爱、信念、拼搏、梦想所产
生的巨大力量。而培植这些力量的正是家庭，或富有或贫
穷，观冬奥健儿的成长经历，品谷妈妈们的教育理念，其实
有很多东西我们作为普通人可以学习。

谷妈妈的鸡娃经不可学吗
贺春兰

本报讯 （记者 贺春兰）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
幕，奥运健儿们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品质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据研究，冰雪运动训练所塑
造的优秀意志品质确实已经在人的大脑中留下了显
著的生物学标记。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魏高峡研究
员及其团队以我国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为对象开
展脑成像研究，发现了意志品质相关的关键脑区皮
层厚度在从事专业冰雪运动后出现了显著增加。业
界认为，这项研究可能为意志品质的实证研究提供
脑科学依据。据了解，这项研究的成果已经发表在
瑞士出版的“Brain Sciences”（《脑科学》上）。

意志品质是个体自觉确定目的，并努力调节和
支配自身的行动从而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标的稳定
的心理特征。它是个体应对压力、达到目标、获得
成就的关键因素。

冰雪运动塑造优秀意志品质冰雪运动塑造优秀意志品质
科学家发现大脑变化证据科学家发现大脑变化证据

2月19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在首都体育馆
举行，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历经重重挑战，最终夺得双人滑冠军。那一
刻，隋文静和韩聪这对合作者紧紧拥抱，隋文静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一路
走来的艰辛和拼搏令观众动容。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近年来，随着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热情的提高，
位于燕山山脉东部的天津
蓟洲国际滑雪场凭借良好
的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滑雪爱好者。该雪场除初
级、中级和高级雪道外，
专门设置了一条供青少年
和儿童练习的专用雪道。
萌娃们在训练中时常跌
倒、侧翻，又一次次爬起
继续，享受冰雪运动带给
他们的乐趣。图为一位小
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
双板滑雪。

新华社发

2月21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在体育课上
跑步。当日，北京市中小学开学。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