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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别人家的孩子”“这个游戏很简单的，你把‘烟
卡’放桌上或者地上，手猛一拍，卡
翻过来就行了！”在小学最近的文具
店内，记者遇上了一名前来购买“烟
卡”的男生。听到记者说不明白“烟
卡”这种东西怎么选、怎么玩，这名
小学生在一旁热情地进行了解答，
并且还分享了自己的选购“经验”。

“我们天天都在玩，有经验。”
他说：“（烟盒的）牌子无所谓，你买
的时候放桌上试一试，能拍起来最
好，一定要现场选。”这名小学生这
次购买了三张“烟卡”，他表示自己
隔一两天就要来“买点新的”。在
这家文具店内，约两三百张“烟卡”
放在一个小纸箱内，和糖果零食一
起摆在收银台旁的货架下层售卖，

卡上没有明显烟味。店员介绍，
“烟卡”不分品牌，都是两元一张，
并且卖得不错，“经常补货”。

此外，记者也注意到，在电商
平台上，也有众多“烟卡”产品正在
热销。在淘宝上搜索“烟卡”，首页
出现销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显示已
售“2 万+”，而在拼多多搜索同样
的关键词，则有显示“已拼100万+
件”的商品。在网上，一张“烟卡”
普遍售价在一角至五角不等，部分

“稀有款”价格贵一些，绝大多数品牌
都在页面显眼位置强调自己是“真烟
盒、无印制”。不过记者也注意到，有
一些买家在评论中提到了到手的“烟
卡”“有些脏，一看就是垃圾回收”以
及“有明显烟味”等问题。

现场 有小学生隔一两天就来买新“烟卡”

“烟卡”游戏在小学生间风靡
一时引起了社会热议，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香烟”和“未成年”这两个
关键词同时出现。“烟卡”虽不是
烟，但不免让许多人担忧过早接触
香烟相关制品是否会对“未成年人
吸烟”起到催化效果。校园周边销
售“烟卡”是否符合《未成年人保护
法》及《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学生
对“烟卡”的上瘾？对此，记者采访
了律师及心理老师。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都明确表
明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是违
法行为。广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
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广东伯方
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化冰介绍，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
定了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
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
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

票奖金。而商家的销售“烟卡”行
为只会让未成年人过早接触烟草
制品，这与我国未成年人法规的保
护精神是相背驰的。

“烟卡”的主要来源是废弃烟
盒，以及仿制印刷。根据我国《烟草
专卖法》的相关规定，从废弃烟盒剪
下来的“烟卡”，是不得进行二次销售
的。其次，如果商家擅自将烟草厂
家的商标印刷、销售，则涉嫌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
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是一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因此，“烟卡”无论是从废弃烟
盒上剪下来制作而成还是仿制印
刷而成，商家的销售“烟卡”都是违
法的，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因此
公众可以就商家的“烟卡”销售行
为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
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行政管理部
门有权对商家进行管制和处罚。

律师 销售从烟盒上剪下制作的“烟卡”违法

“‘烟卡’游戏风靡本身是一种
现象，不应该看成问题。”广东省教
育研究院跟岗教研员、高中心理健
康高级教师徐航航认为，大部分孩
子在游戏中体验与同伴玩耍的快
乐、练习面对输赢的坦然、学习遵
守游戏规则同时达成个人目标，而
教师和家长应当理解和认同孩子
们对游戏的天然渴望。

虽然“烟卡”游戏的存在不应
被看作问题，但也可能引发问题。
徐航航提到：“使用‘烟卡’作为游
戏道具，一方面反映了烟盒在未成
年生活中的易得性，另一方面可能

也反映孩子对成人世界的好奇和
探索。所以，在易接触的环境与自
身的好奇心双重作用下，孩子们会
有过早吸烟的风险。”

“孩子们因游戏产生的‘出格
行为’，我们很容易就归结于游戏
本身。”徐航航表示：“如果出现为
了获得更多的‘烟卡’而去翻垃圾
箱甚至偷盗、买烟抽烟的行为，
可能是由于认知不足、习惯不良
或难以从家庭获得合理满足等
原因导致的。所以，当问题发生
时，我们除了看到问题，更应该
关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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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伦的个人平台透露了自己
的“跳级”轨迹——因 5 岁便会口算
两位数乘法，他被小学校长“相中”实
现幼升小，读完五年级才 10 岁便升
初中。 15 岁上大学，本硕博读了 9
年，26 岁在中大被聘为副教授，“至
今一直没离开学校，将来也大概率留
在学校”。

“年少有成”并走上科研道路，离
不开从小对万事万物的好奇之心。
10 岁时，他偶然点开电脑里一款可用
于科研绘图的数学软件，觉得新奇又
好玩。由好奇心引发系列探索，让他
在初中时便能画出比老师更加美观、
精确的图像。

时至今日，好奇心仍是让其科研
之火持续燃烧的必要条件。“我做科
研不只是为完成项目，更多是对某个
问题好奇驱使我去探索。如果缺乏好
奇心，就像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一样
了。”

高中时，他在学习上掌握技巧且较
自律，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在大家的
鼓励下，他想着“再快一点”，就报考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尽管在
外人眼里是“天才少年”，他却调侃道

“当时看着呆呆傻傻的”——来到中科
大少年班，他发现身边有很多比自己
年龄更小、实力更强的人，他只算个

“学弱”。
英语分班考试被分到C班、第一次

六级考试没过、多门课考六七十分……
一次次失利增加着挫败感，他开始在游
戏中沉沦，寻求从学习中无法得到的认
同感。直至大二尾声，他突然意识到不
对劲：“难道以后要靠打游戏生存吗？
我又不如职业选手，这个赛道是混不了
的。”他将重心放回学业，大三成绩得以
上升。

如今的他在外人眼中是“年少得
志”，然而他却表示，“比我年轻但更杰
出的人太多了！别人都觉得你很优
秀，一路走得很顺利，但挫折只有自己
看得到。人生的路还很长，现在快不代
表一直都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赛道，
没必要比较快慢得失，不如沉下心来专
注方向。”

“我，一个小小青椒（青 年
教 师），清早被闹钟叫醒，孤身
一人坐上校车，离开珠海，前往
广州交项目申报书……我背着
沉甸甸的背包，一步步走向科
研院。顷刻间，包空了。”陈逸
伦在日记里披露了繁重的科研
工作片段。

“大气科学”是他的赛道，他
觉得“这个专业不太冷”，而且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学科，自小他
就梦想成为地球科学领域的科学
家。陈逸伦认为，“大气科学不仅
包括对天气、气候的研究，还有数
学、物理、化学、环境等知识，并结
合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所研究的
是大众每天都关注的问题，是前
景广阔的专业。”

大学时他了解到地球科学
细分许多学科，其中大气物理
是与日常生活最接近的，他便
选择往此方向深耕，逐步定位
在“卫星遥感云和降水”。他向
记者介绍，“利用卫星可以更加
及时、准确地观测天气现象，我
的科研目标就是利用多源卫星
观测资料，将华南地区的降水
过程，认知得更清楚，并且建立

相应的预报模型，将各类降水
预报得更准。”

为此，他花大量时间调研文
献、思考、编程、组织成文等，并带
领研究生做科研。尽管入行近十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
在知名期刊上发文 20余篇，曾获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广东气象科
技杰出青年奖等荣誉，他仍形容
自己还处在初级阶段。

“用中国自己的卫星做自己
的事”是他心中的理想，也是他常
常和学生提起的一句话，他教导
学生要具备科研能力，更要有爱
国情怀。陈逸伦和黎伟标教授合
带的博士生刘天澳说：“每当提到
我国发射的气象卫星时，他总是
自豪地给我们介绍卫星的特点、
优势和应用。”

陈逸伦在个人平台分享专业
见解和科研成果，并发布了“招生
贴”，鼓励更多人学习大气科学。
他还起了一个有意思的网名——

“国家一级抬杠表演艺术家”，“科
研本身就是一个‘抬杠’的过程，
中间会遇到很多反对的声音，需
要不断探索、挑战已有知识，解释
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

自称“抬杠艺术家”，追求让天气预报更精确 B
从“学弱”逆袭，
他的“跳级人生”也曾有低谷

A

“15岁考上中科大少年班，24
岁博士毕业，26岁成为 985高校
副教授”“不拿学生‘一作’(注：论
文第一作者的简称)”“不让学生干
杂活”……近日，中山大学大气科
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逸
伦在网络走红。年仅28岁的他带
领着一批年龄与他相仿的学生探
索大气奥秘，他的教学理念、师生
相处模式得到一众网友点赞。
作为一名“95后小老师”，陈逸伦
何以实现“开挂”人生？如
何成为“别人家的导师”？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可欣

“翻！翻！翻！”4
月 8 日傍晚，羊城晚
报记者在广州天河区
一所小学附近看到一
群身着校服的小学生
聚集在一处一边玩闹
一边大喊，十分投入，
走近一看，发现是在
玩如今正火热的拍
“烟卡”游戏。

专访 26岁成为中大副教
授的“台风圈分舵主”陈逸伦

心理老师 透过“烟卡”引发的问题，更应该关注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谢欣希 罗钰涵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陈亮
实习生 谢欣希

陈逸伦将授课视为他科研日
常最重要的部分，本科生能用课
堂知识解答生活疑惑，提升解决
问题的能力，研究生能拓宽对学
科前沿的理解，利用好奇心继续
往相关方向探索，这是他心目中
理想的教学效果。“我常思考如何
将课程讲得更有趣，如何从知识、
能力和情感多方面引导学生，培
养气象研究‘后备军’。”

本学期，陈逸伦开设了《空中
浩劫：气象危机》公选课。这门课
处于满选状态，非常受学生欢迎，

“抬头率”也很高。“陈老师深入浅
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把晦涩知
识讲得透彻。”何炯同学告诉记
者。课堂中，陈逸伦搬出的一道
初一地理题考倒了不少学生，他
以此激发大家对气象常识的重
视，引出课程内容。

对于不同类别的学生和课
程，陈逸伦选择不同的教学方
式。“公选课更像科普，得让不同
专业的本科生都听明白，目的是
激发学生探索兴趣。”专业课则在
严格执行课本大纲之余，多拿新
近的天气热点话题举例，除了理
论学习，还要教学生如何把知识
应用到实际中，并帮助他们找到
科研过程的问题所在。“我经常会
一行行地帮研究生看代码，与程
序斗智斗勇，一起发现其中错漏，
挺有解谜快感的。”

讲课过程中，他在大屏幕上
设置实时匿名“弹幕”，同学们都
可以自由发表见解，随时发送问
题或反馈。他还开发出各种实
用“新玩法”。讲到能见度时，
他教学生使用狙击手的“拇指
测距法”来观测能见度。“这个
方法简单便捷，有手就行。我
们学的知识并不抽象，和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我的学生保证手把手带”
“不拿学生一作”“杂活不让学生
干”等“豪言壮语”让陈逸伦火了

一把，他却认为这应是一位导师
的“基本操作”，自己并无特殊之
处。今年3月，他因“交单质量和
数量成绩突出”获中大“财务报
销五星级制单人”称号，“我绝
不会让学生给我干报销、取快
递这些杂活，我的学生只做专业
的事情”。

他将自己研究生团队的微信
群命名为“台风圈分舵”，在他这
个“舵主”带动下，师生无话不
谈。在他看来，“培养学生不只是
教授知识，生活上也要给予关
心。我们年龄相仿，我能理解学
生想法，我会和他们一起努力解
决遇到的困扰。师生彼此更加信
任，工作、学习效率也会更高。”刘
天澳同学告诉记者：“陈老师经
常和我们一起唱歌、打羽毛球，
像师兄一样。”本科英才班学生
江帅儒说，“陈老师更像走在前
路的朋友，他总乐意给予我们支
持和帮助。”

对于网络热议的“与学生年
龄差不多，有学生甚至比他年龄
还大”，他认为“闻道有先后”，并
不以年龄“论英雄”，“科研是凭
专业能力来论高低的，谁说得对
就听谁的”，他就曾带过一位比
自己年长的研究生，他也会虚心
听取比自己还小的朋辈的学术
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把个人
平台开辟成“第二课堂”，从导师
视角为“准研究生”们指点迷津。

“科研经历是 PPT 的重中之重，
了解清楚 PPT 上每一个名词的
含义”“未来计划不要空泛，可提
前联系导师，初步调研文献，最
好有张好看的流程图”“所使用
的方法、资料应有充足准备，适
当拓展宽泛的知识，例如熟悉本
学科的名人”……他的研究生复
试“攻略贴”收获大量网友的关
注与点赞，他也成了“网友们的
导师”。

杂活不让学生干，一心培养气象研究“后备军”C

文具店内，小学生正在选购和“试用”烟卡

陈逸伦进行微雨雷达仪器维护陈逸伦进行微雨雷达仪器维护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陈逸伦在课堂上陈逸伦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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