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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褒奖可能

对孩子造成伤害

2013年2月发表于《实验心
理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
称，一项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的研究人员所主导、针对313名
年龄在8岁到13岁的儿童所进
行的研究表明，过分夸大的褒
扬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

强烈的自尊心是促使孩子
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吗？这项
研究显示，一味赞扬并不能让
小孩将来就获得成功和快乐。

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
与神经系统学教授马克·利里
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自我认
知是一个度量标准、一种内在
的心理学角度的衡量尺度，用
于衡量孩子自我感觉到的自己
在其他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以
及其他人对自己的接受程度，
这里的“其他人”包括家人、朋
友和同伴等。于2010年发表在
学术期刊《儿童发展》上的一篇
研究报告则称，早在8岁这个年
龄，孩子的自我认知就会随着
同伴是否认为他们可爱或是有
魅力这样的反馈而增加或降
低。

利里博士表示：“孩子们绝
对需要那种被尊重、被接纳和
被爱的感受，这些将带来较高
的自我认可度。”不过，他说，如
果孩子的行为表现出自私、自
大或是会伤害到他人——— 这样
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
与他人相处或是保住自己工作
的能力——— 那么短暂的自我感
觉糟糕对于孩子来说有好处。
最好的一条路是中间路线，帮
助孩子培养出一个积极的但现
实的、与他人相关的自我认知
观点。

贾森是一名演员，同时也
是一个全职父亲，他曾试图让
儿子明白他的祖父当年教给他
的东西：“没有人比你强，不过
你也不比其他任何人强。”贾森
在他8岁的儿子怀亚特的足球
队里当教练，当怀亚特在足球
队训练中开始不认真对待时，
贾森说，他知道怀亚特“这一刻
是有点儿飘飘然的优越感了”。
他立刻将怀亚特换下场去坐冷
板凳。

之后，他对儿子解释道：
“我知道要时时刻刻地守规矩、
排队、专心听讲，这很难。不过，
在规矩面前，你没有特权，你也
不比队里的其他任何人更重
要。”他的儿子点了点头，然后

“我们拥抱了一下”。自从那次
以后，怀亚特再也没有在训练
中有过糟糕表现。

当孩子受到挫折时，贾森
也会通过具有明确针对性的鼓
励来帮助他们。贾森说，去年，
当怀亚特在阅读成绩落后时，

“他的自尊变得很脆弱，几乎
完全没有了”。他们聘请了一
位家教，帮他辅导阅读。不过，
他同时也在鼓励儿子重塑信
心，他告诉儿子：“你的价值不
是靠奖励或是成绩来衡量的。
真正重要的是你是谁。”怀亚
特的母亲则对他说：“每个人
都会面临挑战。这就是你的挑
战。”怀亚特如今的阅读很好，
而且很喜欢这门功课。不过贾
森还希望他自信的基础能够更
扎实些。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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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基因和分子生物

学的研究都表明，智力基因大多在
X染色体上。男性只有一个X染色
体，且仅来自母亲，因而男性的智
商可能由母亲决定的。多年来，智
商测定结果就引起了一些研究人
员的注意，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医院
的罗伯特·莱尔克推论说，决定智
力的基因大多数集中在女性的X染
色体上。这些年来，不少基因和分
子生物学的研究都表明，男人的智
力来自母亲是事实。

是否真的只有聪明的妈妈才
能生下聪明的孩子？从基因遗传
的角度去看，父亲充当的又是什
么角色？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基
因研究组的专家共同进行了解
读。

90个X染色体上的基因

会影响智力

在1972年，在科学界就曾有人
提出“智力基因在X染色体上”这
样的说法。那时候，基因测序还没
有实现，研究人员仅仅通过男女
智商统计的差异而有了这种猜
测。因为他们发现，尽管男女智商
统计分布都是呈正态分布，但是
男人智商分布的方差要大一些，
也就是说，IQ特别高和特别低的
男人占的比例要比女人高。

近年来，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
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基因序列
编码也得到了破解。科学家们发
现，X染色体上近千个蛋白质编码
基因里至少有40%都在大脑里，远
远超过Y染色体。也就是说，X染色
体对大脑结构、认知能力、智力发
育等等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对于男
孩来说，X染色体来源于妈妈，也就
说，理论上讲妈妈对儿子智力方面
的遗传作用是巨大的。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有说法
认为，富人多娶美女，而美女聪明
的几率低，所以男性富二代的智
力大多低于父辈。富二代再取美
女，富三代的智力也低。也有调查
表明，美国的家族企业，在第二代
手里还生存的只有30%，到第三代
降至12%。

2003年，美国科学家已经完成
了人类Y染色体的基因测序工作。
研究显示，人类对X染色体的依赖
程度高于其他染色体。中山大学
基因研究组的贺雄雷教授及其博
士生陈涵介绍说，个体的智力水
平是一个由许多基因共同作用和

决定的生理特征，目前关于“智力
基因”的研究概括来说有以下两
方面。

智力差异：

80%是由基因差异决定

首先是寻找能够解释人与人
之间智力水平差异的基因。两个
个体之间虽然大多数基因是一样
的，但是大概有千分之一的基因
序列会存在差异。这是人类个体
间差异的第一大原因，比如身高、
肤色等等。除了这些先天决定的
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的环境因素
也会对人类个体的生物学特征起
到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生物学
特征，智力也同时受到遗传和后
天环境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表明，两个成年
个体间的智力差异有80%是由两
者间的基因差异决定的。虽然我
们已经知道遗传的作用很大，但
是目前找到的这种基因并不多。”
陈涵博士说。

他举例说，在2012年的一个研
究中，科学家发现12号染色体上的
一个DNA碱基的差异能够决定
26%的海马体(主要用于学习和记
忆的脑部组织)的容量差异，但是
这种特异的DNA碱基只有9%的人
拥有。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了影响
整体脑容量的位点。像海马体容
量和整体脑容量这些生物学特征
都对智力有很大影响。

智力障碍：男性的发生率

是女性的1 . 4-1 . 9倍

比起第一方面，科学家更加
关心的是导致MR（指精神发育迟
滞，智力障碍)的基因缺陷。据陈涵
博士介绍，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寻
找，目前已经确定有90个X染色体
上的基因会影响智力，也就是说，
这些基因如果出现缺陷，就会导
致MR。此外，还有约70个位于非
性染色体上的基因会影响智力。
虽然目前知道的影响智力的基因
大多位于X染色体上，但是不可以
认为母亲决定智力水平。

“非性染色体上的智力相关
基因的缺陷也许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非性染色体有两条，即使其
中一条有缺陷，也有另一条作为

‘后备’。但是由于男性只有一条X

染色体，一旦有缺陷将完全无法

补救，所以X染色体上的智力相关
基因缺陷会在男性身上完全表现
出来。科学家很早就观察到男性
的MR发生率大概是女性的1 . 4-
1 . 9倍。”陈涵博士说。

X染色体不包揽

所有“智力基因”

陈涵博士表示，大量的研究
集中在寻找X染色体上可能造成
MR的基因，并发现了90多个这种
基因，因而人们相信大多数影响
智力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但这
个观点其实欠妥。

首先，男性MR发生率高于女
性不可以完全由X染色体来解释，
因而基于这一假设的推论并不可
靠。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统计
了大量亲生兄妹或者姐弟，其中
男性具有MR症状而女性正常，研
究发现，只有11%-15%的MR确定
是因为X染色体出现问题而导致
智力发育迟缓。这个是直接测量
结果，比起推算结果更有说服力，
而且X染色体上的基因数大约占
人类总基因数的5%左右，这进一
步说明X染色体相对于非性染色
体并不十分特殊。

其次，在某些国家，由于文化
等各种原因，近亲结婚生育的现
象比较普遍，这使得常染色体上
的智力相关基因缺陷更加可能表
现为显性。父母双方由于近亲关
系，同时带有缺陷基因的概率大
大提高。这说明常染色体上也有
大量的智力相关基因。随着进一
步的研究，更多的这种基因将会
被科学家发现。

最后，比起非性染色体，在X

染色体上寻找致病基因在技术上
和成本上都要高效很多。这就造
成科学家倾向于研究X染色体，进
而使得找到的位于X染色体上的
致病基因要多于其他染色体。因

而认为智力相关基因都位于X染
色体上的观点是不对的，非性染
色体也有很大作用。

“简单地说，Y染色体决定我
们的性别，而X染色体的基因数目
十倍于Y染色体，所以影响相对更
多的性状，包括智力。”陈涵博士
这样总结道。

美女聪明的几率低？

没有特别关联

关于长相和智力，人们大多
有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观
念，认为“美女聪明的几率低”，因
此“才貌双全”的女性少之又少。

如果从基因的角度分析，对
于人们普遍关心的两大基因类
型———“智力基因”和“外貌基
因”，它们又是以何种规律被遗传
的呢？

“外貌和智力都是非常复杂
的生理特征。”贺雄雷教授说。比
如说五官、皮肤、身材等因素都对
外貌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因素
又分别由大量基因控制。因而准
确地说，外貌并不是单一的生物
学特征，而是一个由众多基因共
同影响的结果，并且每一个基因
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虽然任何
两个基因都可能关联地出现，但
是如果发生作用的基因数量众多
的话，最后组合的结果还是会接
近随机分布。

“简而言之，美貌是众多基因
组合的结果，它们的叠加使得美
貌的出现是随机的。与此相似，智
力也是由学习能力、语言能力、记
忆力、逻辑思维等等诸多因素构
成，也是一个由大量基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因而也是随机出现
的。”贺雄雷教授说。

他表示，目前没有充分的证
据表明美貌和低智商在遗传上存
在特别关联。之所以才貌双全的
人很少，应该是因为两者随机发
生：假设高智商的概率是1/100，美
貌的概率是1/100，那么同时具有
高智商和美貌的人的概率就是1/
100ⅹ1/100=1/10000。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是完全
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我们
不否认环境和心理学上的因素，
比如，一个人由于外貌好而在成
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认同感，从而
获得更多机会，最终提高了自己
的智商。”贺雄雷教授补充道。

(据《广州日报》)

X、Y染色体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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