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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余庆县开展“亲子相伴，快
乐游园”全家乐亲子趣味游园活动，300
余人参加了此项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黄连河 摄（遵义图库发）

图片新闻

寒假期间，仁怀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博
物馆参观学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长文博
知识，享受快乐假期。图为2月5日，一名家长
带着孩子在仁怀市博物馆参观。

陈勇 摄（遵义图库发）

如何帮助青少年解决青春期成长
的烦恼和困惑，增强自尊、自爱、自信
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
目前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贵州不断提升青春健康教
育专业化水平，全面推进青春健康教育
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全省已实
现青春健康教育县县覆盖，项目高校28
所、项目中小学265所，举办开展各类青
春健康教育服务活动和培训累计达 8.5
万余场（次），受益青少年及家长达 730
多万人次。

搭建齐抓共管育人体系

“青春健康是服务广大青少年的一
项品牌工作，旨在提高青少年性与生殖
健康水平，帮助青少年掌握必要的知识、
态度和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省计生协项目部部长刘洁介绍，这
项工作能引导青少年做安全、健康、负责
任的决定，促进青少年品格健康成长。

早在2011年，贵州就启动实施青春
健康工作，2015 年在全省全面推开，
2017年实现常态化，逐步建立起以学校
教育、家庭教育、师生教育、同伴教育为
主，学校、家庭、社会、个体相联动的“四
位一体”的青春健康教育服务体系。

2021年省卫健委、省教育厅、团省
委、省计生协联合下发《关于推进青春
健康教育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十四
五”期间全省青春健康工作的目标任务

和措施。遵义、安顺、铜仁、黔南、黔东
南等地将青春健康工作纳入市、县两级
各相关部门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考核。

2023年 6月，省卫健委、省教育厅、
省计生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青
春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对各地全面
深入开展学校青春健康教育工作作出
部署、提出要求。与此同时，全省各级
计生协还将青春健康教育活动经费纳
入人口健康基金使用范围，确保青春健
康工作常态化开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青春健康
骨干师资和主持人队伍是推动我省青
春健康工作的根本保证。”省计生协二
级巡视员郁红说，截至目前，全省获得
中国计生协认证的青春健康师资 4人，
省级青春健康师资 158人，市县两级师
资4082人，青春健康志愿者5343名。

打造阵地激发创新活力

2024年 3月27日，贵州师范学院成
功获批我省首个国家级青春健康教育基
地。基地自成立以来，不断完善利于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育人环境，致力打造
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师生教育、同伴
教育为主，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相联动
的三位一体青春健康教育新格局，探索
建立了可持续的大学生青春健康教育新
模式。

目前，全省建有青春健康教育基地
169个，其中国家级12个，省级15个，青

春健康项目学校293所。全省各地充分
发挥青春健康俱乐部和项目学校的辐
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开展科普讲座、
主题宣传、同伴教育、技能培训、志愿服
务等特色服务活动，带动学生家长参
与，吸引数百万青少年参加活动。

在安顺西秀中学绿树成荫的校园
里，一栋2层高小楼楼顶上，青春健康教
育基地的标牌格外醒目。学校党委副
书记吴涛介绍，基地自2021年建成并投
入使用后，已成为一个集宣传、培训、健
身、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青春健康俱乐
部，“我们经常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学生
积极踊跃参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24年 5月，在毕节市教育局、市
计生协的帮助和指导下，该市首个青春
健康教育俱乐部在毕节一中成立，学生
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有了专属的阵
地。平日里，同学们在这里借助VR装
备、脑电波测量、影像德育与电影生态
疗愈进行场景式互动与沉浸式体验。
俱乐部目前已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咨
询、个辅、团辅、家长学校课程建设、种
子教师培训等活动。

培育青春健康贵州品牌

作为当地第一个创立青春健康俱
乐部的学校，黔西南州兴义二中每年高
一新生进校的第一场讲座主题便是青
春健康教育。除此之外，学校还将青春
健康教育融入生物课、语文课、体育课

等各学科课堂，探讨青春期心理发育的
特点和变化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探讨人
生、正确对待青春期。

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融思想道德
教育、生殖健康知识普及、青春期心理
咨询辅导等内容于一体的青春健康教
育和服务。同时，为扩大覆盖面，增强
实效，各地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

遵义市成立市县两级生殖健康咨
询服务中心，搭建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微
信服务平台，开展线下定点服务，打通
线上咨询渠道。

安顺市将青春健康教育工作纳入
市政协委员提案内容，由教育部门牵头
调研督办落实。

黔东南州建立教学师资、课堂教
学、教学督查“三位一体”的青春健康教
育联动机制，开展青春健康教育服务

“五进活动”。
铜仁市建立青春期健康教育长效

工作机制，推动青春期健康教育教学定
计划、定课时、定师资，活动课内外结
合、校内外结合、知识传授与日常行为
习惯培养相结合。

当前，贵州各地把青春健康教育
与生殖健康促进行动、中小学健康促
进行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等有机结
合起来，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
养，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营造
了有利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谌贵璇）

教育基地169个 项目学校293所

全省青春健康教育实现县县覆盖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播州区积极
探索“1+N”幼小衔接暨小学低年级综
合评价改革。前不久，播州区第一小学
一二年级就通过“趣味闯关”方式开展
期末无纸化测评，把课程知识融入游戏
之中。妙趣横生的测评，让低年级段学
生做到“玩中学”。

游戏闯关、口头陈述、实践操作
……播州区第一小学的无纸化测评活
动精彩纷呈。该校以“萌趣十二生肖
运动传递大爱”为主题开展无纸化测评
活动，“酉鸡加油站”“戌狗竞技场”“卯
兔直播间”等十二个趣味闯关游戏让孩
子们沉浸其中。

“大家好！我是一只聪明、勇敢、机
智的小老鼠，别看我个头小，我跑得可
快了，我这次参加的运动项目是短跑，

请同意我报名吧，看我鼠力全开。”在
“寅虎点将台”关卡，每名学生扮演一种
生肖动物，运用指定句式描述其代表生
肖的特点，并选择适合自己参加的比赛
项目。此项目考验了孩子对语言的运
用能力。

在操场另一端的“酉鸡加油站”关
卡中，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用手中的
道具和身体跟着欢快的音乐律动，展现
对音乐节奏的理解。

播州区第一小学学生梁张紫依说：
“我参加了今天的十二生肖闯关活动，
觉得这是一次开心又有趣的体验。我
最喜欢的是‘酉鸡加油站’，还想再来一
次呢。”

活动现场，孩子们热情参与，欢笑
声不断。一枚枚鲜艳夺目的印章，记录

着他们努力闯关的收获。活动结束后，
学生还可将生肖印章拿到该校的“大爱
银行”“大爱超市”兑换大爱币与心仪的
奖品。

在本次测评中，播州区第一小学将
学生审美感知、创意实践，学习习惯、品
德表现、创新能力等融入了十二个趣味
情境中，通过过程性评价的开展帮助学
校探索多元化评价方式，避免以单一学
业成绩评价学生，充分发挥了评价的导
向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播州区第一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
长毛朝凤表示：“本次项目化测评，通过
口语表达、实践操作等活动检测孩子们
的综合能力，提升他们的核心素养。多
元化评价可以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实现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据了解，无纸化测评方式融合了趣

味与教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种
有益尝试。近年来，播州区紧紧围绕“基
于遵义市‘1+N’幼小衔接模式下小学低
年级育人方式转变的实践研究”，在该区
小学低年级尝试开展生活化、情境化、游
戏化教学模式。全区各镇（乡）中心学
校、区直小学积极行动，探索出了一套具
有播州特色的非纸笔测试新模式，总结
形成《幼小衔接小学评价细则》《幼小衔
接入学适应教师实施指南》，为全面推
进该区小学低年级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
参考依据。接下来，播州区将进一步做
好“双减”工作，充分发挥课程评价的多
重功能，做到“减负不减质”，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 （潘树涛 梁丽婷）

播州区第一小学积极探索低年级综合评价改革

让学习轻松有趣

挪威机器人初创公
司 1X科技推出家用双足
人形机器人 NEO Beta
可冲咖啡、叠衣服、递送
物品，俨然一位“机器人
管家”；美国斯坦福大学
等推出家务机器人原型
Mobile ALOHA，能完成
做滑蛋虾仁、拉拉链、帮
助人剃须等“高阶任务”；
中国优理奇机器人科技
公司正在逐步推进机器
人“进家”计划……

已在工厂、商超、餐厅
等场景逐步落地的机器
人，目前还没有“敲开”普
通人的家门，但最近一年
来该领域的新进展，让人
们再次燃起对机器人“进
家”的希望。

高需求 难上岗

面对家政、育儿、养老
等庞大的需求缺口，人们
对家用机器人的期待越来
越高。然而，此前家用机
器人主要停留于厂商和研
究机构的实验室与宣传片
中，在各大展会的亮相也
只是“惊鸿一瞥”。

家用机器人为何迟迟
没能“进家门”？如果用一
句话概括家用机器人落地
面临的挑战，那便是“家庭
场景复杂多变，人类需求
千差万别”，这对于机器人
泛化能力要求极高。

“相比工业场景，家庭
场景中的机器人需要具
备很强的适应性，既要能
够处理不同的任务，还要
确保价格落在用户可接
受的范围。”优理奇机器
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丰瑜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

工业机器人已被广泛用于自动化生产、汽车制
造、物流等领域，服务机器人也逐渐在一些商超、餐
厅用于导购和点菜等。由于技术难度和安全性要
求更高，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家用机器人虽然落地相
对滞后，但是发展空间巨大。

在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周剑看
来，智能制造是人形机器人首个大规模应用的领
域，商用服务场景是机器人最快应用的市场，而家
庭落地场景则是机器人最具潜力的应用市场。

路线图 多样化

推动家用机器人落地，什么才是“最优路
线”？不同企业实现路径各异，但大家的普遍共识
是未来 3到 5年，家用机器人一定会在部分家庭场
景中落地。

对于家用机器人来说，家务劳动就像“升级打
怪”。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许华哲
预计，未来 5年，家用机器人“进家”很可能从最简
单的单一场景任务开始，最容易实现的就是“抓
取和放置”。比如，可能出现一个扫地机“升级
版”，除扫地外还能完成收拾桌面、扔垃圾等简单
任务，随后再过渡到更复杂的叠衣服、整理床铺
等高精度操作。

杨丰瑜也认为，家用机器人会在 3到 5年内逐
步进入更多家庭，在清扫、洗衣等特定任务场景中
展现价值，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通过规模化生产降
低成本，并不断优化用户体验。

在外观设计方面，未来家用机器人也不一定会
采用人形机器人形态，即拥有运动控制能力要求较
高的双足双手。

“家用机器人不需要完全模仿人类的形态，而
是更注重功能与家居环境的融合。”杨丰瑜说，出于
便捷性及成本考虑，其公司研发的机器人Wanda就
采用轮式底盘设计。

美国机器人初创公司Weave Robotics发布的
家用机器人 Isaac也采用轮式底盘和双臂夹爪设计，
其夹爪能捡拾玩具、为宠物更换食盆、给人端红
酒。这两家企业是少数选择直面家庭客户的机器
人公司，前者计划到 2025年秋季交付首批 30台
Isaac，后者也正向目标家庭用户分批交付产品。

“如果机器人能解决在泛化要求高的消费者端
的问题，再进入泛化要求低的商业端实现更多任务
也比较轻松。”杨丰瑜说。

出于安全性考虑，也有厂商选择让机器人在进
入家庭前先在养老院等“中间场所”试水。中国乐
聚机器人公司与养老机构探讨合作，该公司研发
的“夸父”机器人正在接受送水、送饭、送药等任务
训练。

观未来 存挑战

业内专家预计，未来 5到 10年内，随着视觉、
听觉、触觉等感知系统以及末端泛化操作水平的
进步，家用机器人有望普及。这不仅需要技术突
破，更依赖于消费者接受度的提升和市场的逐渐
成熟。

要为机器人“进家”铺好路，还需要诸多前瞻性
思考与准备。首先就是安全性问题，在家里机器人
与人类朝夕近距离接触，必须在技术层面保证与人
的利益“对齐”。

“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规范，确保
机器人在各种情况下都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包括
物理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优必选科技副
总裁焦继超说，在为机器人设定任务目标时就应确
保这些目标与人类的期望和利益相一致。

未来，当机器人成为家庭一员，人机关系也会
发生深刻变化，甚至可能重构我们对社会互动的理
解。针对相关领域的前瞻研究应尽早展开。

杨丰瑜说，以儿童教育为例，如果机器人设计
得当、使用合理，可以成为培养同理心和合作精神
的工具。但如果父母在儿童教育和陪伴过程中过
度依赖机器人，长期与机器人互动的孩子在情感共
鸣、同理心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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