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与智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识与智能>>

13位ISBN编号：9787030297990

10位ISBN编号：7030297997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高庆狮，高小宇  著

页数：1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与智能>>

前言

　　受有百年历史的母校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漳州一中）老师们模范行为影响，虽然我热爱自然科学
，也以数学100分、物理98分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是我的职业志愿是当一名中学老师，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工程师。
所以，当时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或许我会进行数学研究，但是只是作为业余爱好。
写这一本书是一种还愿：还当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愿。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曾经与我的研究生们及研究室
的助手们举办长达半年，每周一次的&ldquo;机器学习&rdquo;讨论班，讨论了当时出版的4本外国人写
的&ldquo;机器学习&rdquo;的论文集。
发现其中大约90Z是知识发现，10％是知识转移。
而有关学习的核心问题&ldquo;把学习到的知识变成为可以自动利用去解决问题的知识&rdquo;占0％，
完全空白。
这就是当时决定开始研究并且重点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
　　本书核心内容是有关&ldquo;知识学习&rdquo;的核心：如何实现&ldquo;自动学习知识和自动有效
地利用学习到的知识去解决问题&rdquo;（即，智能）的三个关键问题（知识发现、知识转移和把学习
到的知识变成为可以自动利用去解决问题的知识）中的第三个问题的核心问题：&ldquo;知识结
构&rdquo;、人类智能基本活动模式&ldquo;宏变换&rdquo;和人类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ldquo;方法性知
识&rdquo;。
　　祖国最大的资源是智力资源。
中国未来的希望主要在于青少年智力的开发。
小学教育需要改革，以知识教育为主改成为以协助健康和自然地发育成长和智力开发为主。
为此，必须因材施教，必修和选修相结合，同一的课程也需要分级，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
汉字必须系统地改革，以便大幅度地降低小学生在知识教育中的不必要的沉重负担。
　　人们解决问题要靠&ldquo;智力+知识&rdquo;。
事业成功的三要素：智力、知识、有效的工作及学习时间。
当然，也可以说是五要素：智力、知识、平常心、健康和努力，因为有效的工作及学习时间取决于平
常心、健康和对工作与学习的努力程度。
即，平常心、健康和努力分别客观地和主观地决定了有效的工作与学习的时间。
还可以说是两要素：智力和有效的工作及学习时间。
因为知识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智力和有效的学习时间。
　　对青少年而言，博士论文、教授的论文比起青少年读物显得很深奥，高不可及。
从知识的含量的角度看，区别较大，因为博士论文、教授的论文需要深厚的知识。
但是，从创造所需的智能角度看，区别不大。
这就是本书第六章引用了部分国内外重要学报论文作为例子的原因，我希望它能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
自信心。
　　同一的题目，可以是博士论文的主题，也可以是科普的主题。
例如，智能、如何帮助青少年提高智力，这些可以是博士论文、教授的论文的主题，也可以成为科普
的主题。
第一章及其他各章，可以看作科研论文；经过通俗写法之后，就成了科普书。
这就是本书的特点：把专著和科普统一起来。
　　现代的各行各业，不仅是理工领域，而且包括农、林、畜、牧、渔，都需要科技。
其劳动不是纯体力劳动，都需要智力、知识、健康和努力。
但愿本书不仅对中小学生有益处，而且，对学生的家长、兄姐及亲戚也有益。
无论他们是否是大学生，无论他们是哪种行业人员，包括管理人员，都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本书涉及的知识，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已经具备；部分初中学生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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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超出范围的知识，我们会单独给予介绍和讨论。
　　对中学生，尤其是高一以上的读者，本书适于自学。
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人自学部分内容或由家长、老师、或者兄姐进行辅导；或
者家长了解之后，对子女进行游戏式地辅导，或许这有利于家长与子女的沟通。
　　母校北京大学的&ldquo;北大精神&rdquo;的关键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独立判断是非曲直，独立判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
冷对众说纷纭。
或许以下三句话有参考价值：　　&ldquo;任何正常人都有优点和特长，检查检查你的优点和特长在哪
里。
人类的需要是阳光，你的优点和特长是水和土壤。
有了阳光、水和土壤，你的兴趣就会带你在事业上飞翔。
没有阳光，或者没有水和土壤，兴趣只能给你幻想。
&rdquo;　　&ldquo;要特别注意那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大，人们认为做不到，难度很大但可能做
到的事，因为这往往是重要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rdquo;　　&ldquo;不要幻想经过成千上万个聪明人没有搜索到的重要的科技宝藏，会突然从天上掉
到你的口袋里。
首先想一想解决它需要什么先决条件？
例如跨学科知识，你是否具备？
你是否有决心和有条件去具备？
&rdquo;　　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庆狮一　　201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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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与智能(青少年智力开发)》(作者高庆狮、高小宇)既是讨论智能与知识的专业书，又是如何使
青少年更聪明的科普书。
祖国最大的资源是智力资源。
如何开发智力，尤其是青少年的智力，十分重要。

《知识与智能(青少年智力开发)》是根据作者小学、中学和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数学的经验，尤其是
“一页纸”的经验写成的。
人类智能的核心是如何把学习到的知识变成为“自动、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从人类智能的核心问萼的角度，讨论“一页纸”与知识结构，人类知识结构的优化，以及信息、
组块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讨论人类智能的方方面面，人类智能活动模式及方法学知识。

本书适合研究智能开发的专业人员阅读，也适合广大的青少年、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以及各行各业关
注智能开发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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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空位置上的不同强度，不同品质构成静态感觉。
静态感觉留下的记忆就是静态表象。
连续时间流上时空位置上的不同强度，不同品质构成动态感觉，动态感觉留下的记忆就是动态表象。
　　例如，你观察一个人，得到极大量视觉信息。
过后，你回忆那个人，就是一个静态的视觉表象，其信息量已经少了很多。
感觉表象是无法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的。
　　又如，朋友带你上街，你边走边观察，得到极大量动态视觉信息。
动态感觉信息中的每一瞬间就是静态视觉信息。
过后，你回忆上街所见，就是一个动态的视觉表象。
过了较长时问之后，你可能完全记不起来你看见了什么，但是如果你再走过一次，你可能会觉得你到
过这里。
静态、动态感觉表象都是无法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的。
　　4．人类的知觉（第七觉）与知识和概念　　（1）概念　　概念是事或者物（被称为对象）本质
的抽象。
它具有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是对应于概念的对象（即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
概念的外延是适合该概念的全部对象（即事物）。
　　概念的外延构成概念树，通常称为分类树。
生物学分类是界、门、纲、目、科、属、种。
例如，中国人是属于动物界一脊索门一脊椎亚门一哺乳纲一灵长目一人科一人属一黄色人种。
又如，南阳牛是属于动物界一脊索门一脊椎亚门一哺乳纲一牛科一牛属一黄牛种。
　　从外延的角度，上位包含下位，下位属于上位。
也就是说，动物界包含脊索门，脊索门包含脊椎亚门，脊椎亚门包含哺乳纲，哺乳纲包含灵长目，灵
长目包含人科，人科包含人属，人属包含黄色人种，黄色人种包含中国人。
脊索门属于动物界，脊椎亚门属于脊索门，哺乳纲属于脊椎亚门，灵长目属于哺乳纲，人科属于灵长
目，等等。
　　从内涵的角度，上位的内涵一定也是下位内涵的一部分。
例如，脊椎亚门的动物都有脊椎骨，从而，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人科动物、人属动物、牛科动物
、黄牛种动物、南阳牛，等等，都有脊椎骨。
因为它们都是脊椎亚门的下位。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
所以可以说，概念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形成的。
　　概念隐含有关对象不同层次的知识。
这里的知识是指有关对象（事物）的本质属性的知识。
这知识是有层次的。
例如，苹果这个概念，对小孩而言，本质属性只有可以吃，好吃；对果林学家而言，简直是一大厚本
书。
各种品种，属性不全一样，除外，接种方法，生长过程，土壤，施肥，病虫害，等等，都浓缩在苹果
这个概念中。
　　（2）人类的第七觉：知觉　　知觉是感觉和知识通过思维得到的一种新的&ldquo;觉&rdquo;。
它能&ldquo;觉&rdquo;到六党&ldquo;觉&rdquo;不到的新的感觉。
　　例如，下星期就要考试了，A和B两个人到办公室找老师C，要求星期五晚上给他们班的学生再上
一次辅导课，老师C让A和B转告他对他们班的严厉批评：&ldquo;临时抱佛脚&rdquo;。
A错误地说：&ldquo;完了，老师肯定不来。
&rdquo;B感觉老师的语气（通过感觉），加上过去对老师的了解（通过局部经验知识），（加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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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出）正确地说：&ldquo;老师肯定来。
&rdquo;感觉加上知识，加上思维得到了知觉，形成了知觉。
这个知觉使B&lsquo;&lsquo;知觉到&rdquo;老师会来。
我们通常说，慧眼，伯乐，等等，就是在形容能&ldquo;知觉&rdquo;到一般人知觉不到的事物的人，
也就是知觉强的人。
这里的思维包括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知觉表象一般是动态的。
形象思维的基础是知觉表象。
逻辑思维的基础是概念（参见2．7节）。
　　1．内部语言的构成　　内部语言又称思维语言，它由表示客体的符号、静态及动态的六觉的感
觉表象的符号和表示各种层次的概念及知觉表象的符号，以及六觉静态及动态表象本身和知觉表象本
身及联想构成。
想象一下，中医号脉看病的过程、熟练工人听机器运转声音判断机器工作是否正确的过程，均无法用
符号语言（外部语言）来描述，因为他们使用了内部语言，用了各种感觉表象和知觉表象。
　　2．外部语言的构成　　外部语言又称为交流语言，或者交际语言。
它由符号语言和辅助语言两部分构成。
符号语言由表示客体的符号和表示静态、动态的六觉的感觉表象的符号，以及表示各种层次的概念和
知觉表象的符号所构成。
它不包括，也不可能包括六觉动态及静态表象本身和知觉本身。
　　符号语言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文字形式，声音形式，哑语形式（人体形式）和盲文形式。
　　辅助语言由自然人体的表情语言（肢体语言），音调和辅助工具语言构成。
自然人体表情语言（肢体语言）由人体的各个部分的静态或者动态的状态构成。
例如，眼睛的怒视，挥舞着左手，怜惜地摇头，等等。
注意，肢体语言与符号语言的人体形式不是一回事。
辅助工具语言包括使用图片、电影、录音、录像、实物、模拟物、虚拟现实，等等来传送部分内觉、
部分知觉和静态及动态的六觉，以便使人们产生有关六觉的静态及动态表象和知觉表象。
换句话说，外部语言由表示客体或静态及动态的七觉表象的符号构成的符号语言，加上表达部分知觉
、部分内觉和五觉（视、听、触、味、嗅）广义图像的辅助语言构成。
　　声音语言由符号语言的声音形式加上音调过程所组成。
　　3．自然语言（符号语言）是外部语言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一般自然语言是指符号语言。
符号语言有许多种表示形式。
标准的表示形式是文字语言，又称为书面语言。
声音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自然语言，但是增加了声调。
声调能协助表示讲话人的情感（好、恶、喜、怒、哀、乐、悲、愿，等等）。
讲话人的情感也可以用符号语言来近似表达。
在内部语言中，声调可化为声音表象。
情感属于内觉，即第六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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