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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蒲新区举办了中小学教师“三笔字”书写大赛。本
次比赛是对新蒲新区近年来开展教师“三笔字”基本功训练的一
次检验，旨在进一步强化教师专业技能，夯实教学基本功，着力打
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记者 张婷 摄）

暑假期间，书店成了学生们“充电”学习的好去处。
连日来，仁怀市各书店迎来“读书热”，不少学生走进书
店，汲取知识。

（游正玉 蔡娜娜 摄影报道）

为促进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高青少年儿童的艺术素
养，7月17日，绥阳县文化馆暑期公益培训班开班，共设置了
少儿拉丁舞、少儿中国舞、口才与主持、书画等培训课程。

（黄梅梅 何陈晨 黄乐壤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
青少年暑期生活，提升其综合素质
和科技创新能力，近日，红花岗区
延安路街道爵仕蓝岛社区开展“趣
味假期 科普筑梦”活动。

活动中，爵仕蓝岛社区科普志
愿者李世康向辖区青少年讲解和
演示了五连环、九连环的解法，并

引导大家进行实际操作，培养孩子
们的动脑动手能力。

“今天跟李爷爷学习了五连环
解法，感觉有趣又神奇。”学生张紫
瑜说。

当天，在社区科普教育基地的
“天空菜园”，同学们详细了解了各
种蔬菜生长周期的形态变化、浇水

施肥等相关知识。
据了解，爵仕蓝岛社区作为省

级科普示范社区，近年来积极开
展“学校放假 社区开学”活动，
邀请辖区退休老党员、志愿者在
假期为青少年开展科普宣传教
育，让孩子们感受到知识的力
量、科技的魅力，增强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社区通过探索、演示各种科

学小实验，帮助孩子们提高专注
力，激发大家的好奇心，极大丰富
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爵仕蓝岛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杨佩佩说。

（唐 宇）

爵仕蓝岛社区

开展“趣味假期 科普筑梦”活动

教育观察

校门口、小区超市里，小包
装的辣条、棒棒糖、薯片、小饮料
等零食，家长们避之不及，孩子
们却欲罢不能。半月谈记者采
访发现，这些对学生“价格友好”
的零食玩具，正成为许多孩子的

“社交货币”，孩子们对“1元”产
品热衷的背后，藏着他们难以满
足的社交需求。

“1元”零食、玩具受欢迎

北京西城区一小学四年级
家长艾女士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从来不要零花钱的女儿，竟然开
始要钱买零食了，而且她买的大
多是平时并不吃的东西。

艾女士在校门口观察发现，
一到放学时间，学校旁边两家面
积只有几平米的文具店里，就挤
满了学生，非放学时段没有的各
种小零食，此刻堆满了店家的
柜台。女儿和几个同学挤到
柜台前争相抢购那些“限时售
卖”的小包装零食。这些零食
的价格对小学生非常友好，每
包在几毛钱到几块钱之间。她
们买完零食，走出文具店，就会
互相交换。

辽宁沈阳家长张女士也有
相似困扰。孩子喜欢购买学
校门口的辣条、棒棒糖、高糖
饮料等小食品。张女士说：

“这些东西花费虽小，但吃多
了对健康不利。我也无法完
全拒绝孩子的要求，因为孩子
的同学们都在吃，他不吃，就

‘落单’了。”
除廉价零食外，各种廉价小

玩具、网络游戏也是孩子间拉近
友谊的“纽带”。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近
来，盘手串风靡各地校园。经常
可见三五个孩子聚在一起，手持
串珠，捻出声音，孩子们说“特减
压”。他们还互相比试谁盘的串
珠花样最多，谁收藏的串珠最有
特色，谁盘得最娴熟。小学一年
级学生小林则对奥特曼很“上
头”，小林说：“因为大家都有奥
特曼，我也要有，还要比他们多，
他们就会来找我玩。”

在一次小学六年级同学生
日聚会上，一位孩子妈妈看到，
这些孩子要么手持一部手机，要
么抱着一个平板电脑，三个一
群，五个一伙，按喜欢玩的网络
游戏组成了一个个“朋友圈”。

背后是孩子们渴望社交的
心理需求

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
青少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曾祥云分析指出，无论是零
食、手串，还是奥特曼、网络游
戏，都可以看作“社交货币”，其
背后是孩子们渴望社交的心理
需求。

现实确实如此。以小小零
食来说，它就承载了不少社交功
能：表示亲密，分享零食；欢迎加
入，分享零食；排遣郁闷，分享零
食；表达感谢，分享零食；就连耍
酷炫技，也可以分享零食。

“叔叔，有‘CC乐’吗？”半月
谈记者观察到，“CC乐”是一些
小学生主动寻求的零食。这是
一种吸食类糖果，已经流行多
年。吸管中装满由葡萄糖、食用
香精、人工合成色素等制成的糖

浆，吃的时候需要咬着管子吸。
“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在吃，

我也觉得很好玩，有点像大人抽
烟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比看谁
学得比较像。”上海一位小学四
年级男生说。

“班级男生们吃零食的比较
多，最近同学间比较流行的有辣
条、榴莲糖等。”沈阳市三年级学
生小敏说，虽然知道总吃零食不
健康，但有的时候同学间会“请
客”，碍于情面不能不吃；班级里
常常会有同学分享零食，有时候
有同学帮助了自己，也会用零食
来感谢对方。

创造时间空间，提升孩子社
交质量

面对孩子们的“1 元零食
热”，一些家长忧虑，这些高油高
盐高糖、小厂家出产的零食，会
不会危害孩子身体健康；还有家
长担心，利用物质媒介来社交，
特别是网络游戏等，既花钱，又
容易导致沉迷。

“当前社会，物质虽然很丰
富，但孩子的社交却显得有些单
一。”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心理
老师肖冬梅说，以前一个大院里
的孩子，在一起跳大绳、丢沙包、
跳皮筋、跳房子，游戏特别多，社
交的内容和场景都很丰富。现
在的孩子虽然物理距离不远，
但是共同支配的时间很少，社
交场景太局限，主要在放学路
上。周末时，孩子们大都报了兴
趣班，时间各不相同，很难凑一
块儿玩。

有教师表示，孩子日常社交
的贫乏也体现在，有的学校管理
比较严格，孩子之间平时交流比
较少，比如课间有些孩子也不出
教室，在教室、走廊不让说话等，
所以只能通过放学后一起购买
零食开展社交。

受访专家认为，学龄段的孩
子社交渴望大都特别强烈，这也
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标志。无论
是家庭或学校，都应该正视并重
视孩子的社交需求，给孩子创造
社交的时间和空间，加强社交能
力培养和教育。

曾祥云说，社交对孩子来说
很重要，不仅能锻炼他们的沟通
表达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交
技能等，还能够通过一种精神层
面的分享，为孩子健全人格的养
成打下良好基础。

多位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
在学校里增加更多社交场景。
比如孩子中午在食堂就餐，应该
允许小声交流、互动等；午饭后、
课间，应鼓励孩子开展各种集体
活动，增加孩子的社交时间，丰
富孩子的社交形式；利用三点半
以后的课后服务时间，开展各种
艺术、体育课程，让孩子们在课
程中充分交流。

城市里的孩子，养在高楼大
厦里，生活在钢筋水泥中，他们
极少接触自然，也缺少适合儿童
的户外社交场所。有家长提出，
在城市规划及改造中，应多进行

“适儿化”改造设计，打造适合不
同年龄段孩子的户外游戏运动
场地，创造空间让孩子在家门口
尽情玩耍、充分交流。

（来源：《半月谈》2023年第
12期）

社交教育，全靠零食？

7月17日至19日，来自我市各
县（市、区）的部分校长、教师齐聚
遵义市教师培训中心，参加“上海
名师遵义行”活动。活动中，由上
海市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王洋带领
的 18名上海教育专家、名校校长
走进遵义，送教上门，为遵义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上海经验”。

分享高质量教育的“上海实践”

7月 17日，2023年“上海名师
遵义行”名师讲堂在遵义市教师培
训中心开讲。首先开讲的是上海
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李百
艳，她作的报告——《构建区域教
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立交桥”的探
索与实践》，结合上海高质量教育
发展历程，分享学校治理经验，让
参训校长、教师们受益匪浅。

在 3天时间里，上海市教师教
育学院副院长纪明泽分享了《教
学成果的提炼与表达》、上海市中

远实验学校校长陈婷讲解了《新
时期学校特色创建实践与思
考》、上海市格致中学校长吴照
讲解了《转变育人方式，助推“双
新”实施》……10场专题报告聚焦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通过
专题报告、互动交流等形式，与现
场我市参训的校长及教师分享了
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将
进一步助推我市教育管理干部和
骨干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

“面对面”开展针对性指导

除了在“名师讲堂”进行面对
面的分享，上海名师们还实地走访
了我市部分学校和校外教育综合
实践基地，梳理不同学校发展中的
优势和短板，聚焦瓶颈问题，“面对
面”开展针对性指导。

遵义市第四中学、遵义市第十
二中学、遵义航天中学、新蒲新区
滨湖中学、绥阳县实验中学……上

海名师对几所学校的校园风貌、办
学特色、课程建设等给予了充分肯
定，同时针对学校在办学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助力学校管
理团队更新教育理念，提升办学治
校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

遵义市第四中学校长邹洁表
示，学校高质量发展，平台和资源
是关键。遵义市第四中学紧紧抓
住沪遵协作机遇，充分借力上海广
阔平台和优质教育资源，坚持与名
家握手、与名师握手、与优质教育
资源握手，不断深化与上海市教
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
建共享，通过深入查找差距，反思
问题不足，总结改进提升，进一步
提高育人质量和治校水平，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遵义市第一期“师道校长”培
训学员、遵义市第十二中学政教
主任杨灵芝两个月前曾到上海
市中远实验学校参加了为期两

个月的跟岗学习，这一次，她又遇
见了上海的老师。这次重逢，杨
灵芝有了新感受：“上海老师们的
现场指导又带来新的变化，我要
把上海的先进经验和学校实际有
机结合，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
工作。”

在绥阳县劳动教育综合实践
基地，上海名师们对基地通过开设
劳动教育课程、打造志愿服务项
目、构建“大手护小手·小手牵大
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格局，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工作连连称赞。

上海名师们表示，劳动教育是
育人的重要基础，上海多年来坚持
探索，率先创新劳动教育内容、途
径和方式，取得了不少经验，希望
遵义市各所学校能够运用这些经
验，构建劳动课程体系，形成教育
合力。

（记者 石影）

分享智慧 引领成长
——2023年“上海名师遵义行”活动侧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立足“两个大
局”，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国防科工局6部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马依彤、邓景辉、刘中民、李桂科、李德生、陈章、范代娣、柯卫东、袁
守根、唐立梅等 10人，都是来自科研生产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
他们中有的矢志不移自主创新，打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瓶颈；有的推
动科研成果转化，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的致力于优良品种选育推
广，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的长期扎根边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有的投身国防科研事业，为祖国安全锻造利剑……他们是科学家精
神的杰出践行者，用责任、毅力与担当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创新奉献的故
事，生动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现场播放了“最美科技工作者”
先进事迹视频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主办
单位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了“最美科技工作者”证书。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等6部门
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日前，2023年贵州省青少年跆拳道
锦标赛在遵义开赛，全省10支队伍400
余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由贵州省体育局主办，贵
州省体育工作大队、遵义市教育体育
局、贵州省跆拳道协会承办，遵义市体
育运动学校协办。比赛共设甲、乙、丙
三个组别，最终将决出各个级别的冠亚
军。
（记者 陆邱珊 昝煜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