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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中小学的选修

课均涉及不同程度的自救及

灾害应急

在美国，部分大中小学的选
修课或者学生社团、兴趣小组都
有涉及不同程度的自救及灾害
应急的普及课程。李玚刚刚毕业
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好莱坞影片

《饥饿游戏》中一些灾难应对情
节，仿佛让她重新回到了求生课
堂。
李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

有教过我们关于如何平时准
备便携式的一些食物、水包括
逃生工具，帮助你在遇到危险
的时候应对灾害。除此之外，

课堂上还讲到在野外的时候
如何辨别方向，怎么找没有毒
的食物，包括怎么预防蚊虫叮
咬伤害或者是应对野生动物
的侵袭等。

美国的一些大学也会设置
“爬树”课程，形式类似于攀岩运
动。学生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学
会使用安全带、绳索、锻炼自己
的四肢、腰背力量以及锻炼柔韧
性。美国的求生技能课程大多寓
教于乐，不记入学分，因此学生
们乐在其中，不问结果，却能水
到渠成。

有非常完善的现代化健身
专门的场馆，对普通学生在正
常学期内都是免费开放的。其

实好的身体非常重要，身体好
的话在危难当中对自身自救的
可持久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日本：幼儿园孩子也开

始学习逃生知识

在邻国日本，类似“从娃
娃抓起”的正规军训练原本源
自初中。不过由于近年来灾害
频发，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
子也开始学习逃生知识。关西
大学松本一博同学第一次参与
学校的逃生训练课是在小学四
年级，不过日本学校的演习式
操练有别于美国“爬树式”的
体能训练，他们更加注重模拟
灾难场景。

松本一博介绍说，因为日本
学校对于青少年防灾逃生意识
的培养贯彻始终，就算幼儿园的
小朋友都会知道在地震、火灾等
发生时如何保命，所以在课程设
置中反而不会涉及相关内容。

松本一博：小学四年级的
时候到日本来做过一个训练，
当时那个训练让我感到非常
的感动，就像真正发生事件一
样的。我发现没有一个小孩会
匆匆忙忙的，学校里避难的走
廊一般都不能用的，大家会把
避难走廊开开，让大家去用，
然后在操场上学校会找消防
队的人来跟大家讲具体的知
识。

英国：注重学生体能培

养 户外活动丰富

相比之下，英国在学生逃
生技能培训上就不那么在乎
了，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学生体
能的培养。华人李博宇从初中
到研究生都是在英国校园中度
过，在他的记忆中，英国学校
的灾害教育远远不及对学生远
离酗酒的叮嘱。

李博宇：学校经常提的就是
青少年喝酒的问题，英国人的户
外活动挺多，下课之后都有自己
的户外活动，他们虽然没有很专
业的训练，但是户外活动都挺丰
富的。

针对青少年逃生技能匮乏这
一现状，厦门大学破天荒地在新
学期准备开设“爬树课”。消息一
出，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浪费
钱，且效果不大；有人则认为，大
学开爬树课？太不严谨了吧？还有
人说，挺好，关键时刻管用就行！
这项课程借鉴美国、新加坡部分
大学开设的生存训练课，爬树，意
在锻炼学生的体能，希望教会学
生一些特殊逃生技能。

大学开“爬树课”，听起来也
许有些荒诞，但如果看看暴雨中
市民求生技能之孱弱，也许晚来
的这一课就显得有些悲壮而严
肃。不可否认，中国的基础教育
或高等教育很少关注生存技能，
这不仅暴露在极端天气中，日常
也屡屡有悲剧印证——— 夏天溺
亡的儿童，火灾中施救不当而亡
故的成人等，一再证明自救知识
的“缺课”，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
价补上。

其实欢迎“爬树课”的大学
生还是很多，有网友说，一想到
爬树，头脑中立刻想到人猿泰山
的英姿，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同大
自然亲密接触的运动精神。网友

“喜马拉雅”说，也许爬树课真的
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转危为
安！

厦门大学开设“爬树课”，为
现行教育制度融入了更多的人
性化、趣味性的元素，虽然有人
说这确实有“亡羊补牢”之嫌，但
补比不补好，至少它让大学生向
合格的社会人迈进了一步。

格新闻回顾

两岁幼儿独活6天

◆ 2 0 0 8年 6月，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
托市的一名两岁的幼儿
在其母亲死于家中后，靠
吃猫粮存活了近一周。一
名社工发现了这个情况，
并向警方报告。他们发现
这位母亲 6天前就死了，
孩子吃光了他能找到的
所有东西。警方说这是个
奇迹。但他只是听从了人
类的本能——— 活下去。

昏迷24天仍存活

◆2006年，一名日本人
打越三敬在攀登神户六甲
山时与朋友走散，并失足
落入山谷，被撞击昏迷。他
昏倒前记得自己躺在草地
上，就这样睡着了。24天后，
打越三敬被人发现，脉搏非
常微弱，身体各器官基本
停止工作，体温仅有22度，
相当于进入了冬眠状态。
但医生们惊奇地发现，他
的脑部竟然没有受损，并
在经过2个月的调养后，彻
底恢复了健康。在没有食
水的情况下，打越三敬为何
能存活这么久，至今还没
有科学的解释。毕竟，在没
有饮水的情况下，普通人
只能活3到5天。

关于生存本能

的故事

19世纪初，英国自然
学家达尔文用有力的证
据证明了人类是通过适
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则
不断进化而来的。

自然选择的概念十

分简单。假设有两群虫
子，一群棕色，一群红色。
由于地球无法承受所有
物种无休止的繁衍，生存
能力较弱的物种将被逐
渐剔除，生命力强的物种

则继续繁衍。假设鸟特别
喜欢吃红色的虫子。那么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红
色虫子被吃了，无法发挥
繁殖潜力。而与此同时，
棕色虫子则像野兔一样

不断繁殖。这意味着红虫
子越来越少，最终可能全
部消失，只剩下棕色虫
子。这是自然选择最简单
的形式，也是人类掌控生
存本能的关键。

人类的生存能力是
与生俱来的吗？答案似乎
是肯定的。这种生存本能
有很多例证。或许最明显
的例子，是哈佛大学生理
学 家 沃 尔 特 · 坎 农
(WalterCanon)于1915年
提出的战逃反应。当人面
对危险或压力时，有种生
理触发器会帮我们决定

是留下来战斗，还是扭头
逃跑。

当我们面对压力或
危险，大脑的下丘脑部
分会被激活。它将启动
一系列身体反应，释放
出几种化学物质，激活
若干神经细胞反应，以
便 应 付 迫 在 眉 睫 的 状
况。肾上腺素进入血液，

我们的心跳加快，从而
令血液很快地进入肌肉
和四肢。我们的知觉、视
力和行动力都被加强或
加快。这种宝贵的生存能
力，应当归功于我们的穴
居人祖先。原始人类时常
面对各种危险，战逃反应
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做出
决定，提高生存几率。时

至今日，也正是这种本
能屡屡创造奇迹，让普
通人冲进着火的大楼，或
让一位母亲硬生生抬起
一辆快轧到孩子的汽车。
除此以外，它也会帮助我
们度过某些没有生命危
险的情况，比如被老板
指着鼻子大骂，或是遇
到酒吧斗殴的时候。

生存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您知道婴儿的啼哭
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吗？
许多动物生来就具备独
自存活的本领。但人类
出生时几乎完全没有防
御能力，从安全到食物
全靠父母提供。哭是人
类婴儿少有的几种生来
就有的能力之一。没人
教过婴儿们怎么哭。这
种自然反应可以帮助婴
儿将自己的需求告诉父
母。事实上，为了表达需
求的迫切程度，婴儿甚

至可以改变哭声的音调
和音量。

人类的另一项生存
本领，是本能地喜欢甜
食，厌恶苦味。甜食可以
供应能量，而许多有毒的
植物都是苦的。如果您喂
婴儿吃香蕉糊，她或许能
一口气吃光。但如果您给
她吃大黄，她一定会吐出
来。虽然大黄并没有毒，
但它是苦的。生存本能告
诉我们要把它吐掉，因为
它可能有毒。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指出，人类同样天生就容
易注意到危险和麻烦。在
研究中，研究对象会看到
两两一组户外场景图像。
第二张与第一个稍有不
同。这里的不同表现在，
第二张图片中会多出一
些物体，从有生命的动物
或人，到无生命的汽车和
独轮车等等。结果显示，
我们对于生物的识别更
快，也更准确。近90%的

生物都被识别到，而无生
命的物体仅有66%的识
别率。换句话说，我们会
本能地留意活物。就跟我
们的祖先在平原上搜寻
野兽时一样，生活在今天
的我们仍在提防着各种
潜在的威胁。

除此之外，人类的生
存本能还有一种就是选
择配偶的方式，拥有一种
选择恰当伴侣的本能，以
保证生出健康的孩子，并
帮助整个种族繁衍生息。

生活中能提防各种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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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一 定 在 电
视、报纸或网络上
看到过许多不可思
议的生存故事。那
些平平常常的普通
人，却能在极端环
境中生存下来———
这样的故事时有发
生。科技发达的现
代都市里，一些基
本的生存本能似乎
离我们愈来愈远。

厦门大学

拟设“爬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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