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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龚杰克 赵福江

时下，青少年喜欢偶像明

星、参与“饭圈”活动已是现

实，我们对此不必惊慌失措但

也不能置若罔闻。面对现状，

社会各界该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学校教育又该做些什么？

学校在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

面，具有当然责任和天然优

势，因而要丰富教育内容及载

体，有针对性地引领学生形成

正确三观和偶像观。学校不

妨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其一，学校要组织力量，

开展对社会新文化样态的研

究，对学生感兴趣的一些流量

明星、流行文化等，不盲目追

捧，也不简单拒绝，要研究其

中的真伪优劣，有的放矢地去

引领学生。同时，关注学生群

体中的亚文化发展，通过调

研、访谈、座谈等形式了解学

生群体中的亚文化，在进行学

校文化建设时也应考虑学生

群体中的亚文化特征，让校园

文化与之交流融通，以此引导

其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其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

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专题教育等形

式，采用对话、体验等方式，引

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偶像观。

比如，通过主题班会、辩论赛

等形式，组织学生对“追星”

“饭圈文化”“商业运作”“舆论

制造”等社会热点问题开展讨

论，在满足青少年好奇心的同

时，加强引导。

其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和教师专业能力培养，使其能

够在坚持正确方向、遵循教育

规律的基础上，聚焦教育热点

开展工作创新。同时，针对当

前某些青年教师深受“饭圈文

化”影响的问题，学校要加强

对他们的教育引导，以免将负

面影响带给学生。

学校在强化自身教育的同时，还要提供

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

教育观念，正视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满足其

正常心理需求。面对孩子的追星行为，家长

要学会尊重并引导他们采取理性正确的方

式，注重挖掘偶像身上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将

追星行为转化为促进自身成长的动力。此

外，学校还要引导家长提高自身素养，为孩子

做出榜样，努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偶像。

除了学校和家庭，社会各界也需要协同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氛围。一是

社会相关研究机构加强对流行文化与青少年

关系的研究。例如，研究这些偶像的哪些特

质吸引青少年，从而基于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和接受特点进行引导。二是宣传部门改变宣

传内容和宣传方式。宣传部门需要多树立各

类公众人物的美好形象，广泛宣传社会各行

各业楷模与榜样的事迹，发掘他们身上容易

为青少年所接受的“明星”特质。三是娱乐产

业及相关管理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如文旅部

门、广电部门及影视行业协会等需要进一步

推动文化娱乐市场良性健康发展等，引领明

星偶像多呈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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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十一”假期，许多家长选择带着

孩子走进博物馆，让孩子在丰富假期

生活的同时，收获知识、拓宽视野。

近年来，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集纳

地，各类博物馆越来越受学校及家长

青睐，成为孩子研学的重要场所之

一。然而，进入博物馆，不难发现，博

物馆研学更多是走马观花式参观，大

多数体验活动缺乏深度。因而，如何

让孩子们在博物馆里学有所得，已经

成为当下不少学校、教师乃至家长思

考的课题。

兴趣为先，有选择性地进馆
“博物馆作为校外的育人基地，

已经成为孩子们日常的学习场所。

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育人功能，

确实是一个难题。”诸暨市城西小学

校长侯科顶分析，目前不少家长存在

一个误区，就是要求孩子把博物馆里

的每一个展馆都游览一遍。“博物馆

面向的是社会大众，其藏品一定不可

能适合所有孩子。所以，成人要对参

观内容有所选择。比如，低年龄段孩

子适合参观能和真实生活联系起来

的场馆，并且要把参观时间拉长，把

内容讲透。”他举例说。

“家长首先要思考走进什么类型

的博物馆，尤其要根据孩子的兴趣来

选择，那么之后的博物馆学习才会是

有效的，这就是所谓的‘晓之以趣’。”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尔仪小学教师

蒋盛芳建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

点各不相同，家长在参观时切忌盲目

“打卡”，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来选

择主题展区及体验活动。

在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之前，湖

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会尝试让学生

制订博物馆研学计划。学生们的准

备工作可不少，他们要事先与家长一

起上网查询关于博物馆的资料，如参

观博物馆的注意事项、博物馆的场馆

布置，以及制定参观路线等。“一般来

说，博物馆场馆大、展品多，为了在固

定时间内参观更多东西，会导致学习

效果大打折扣。与其这样，还不如让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计划和想法来进

行主题式、菜单式参观。”该校教师丁

丽丽说。

重在体验，养成场馆学习习惯
动手设计一张展览海报、跟着手

工艺人做一把纸扇、借助AR“穿越”

古代……近年来，很多博物馆结合自

身特色，面向适龄儿童推出了形式多

样的体验活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原研究员高峡

认为，“体验”在博物馆研学中很关

键，“博物馆研学不应是单纯地把课

堂搬进博物馆，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

性学习活动，包含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探究性学习过程”。

“当下，有部分研学机构借博物

馆之名，开展名不副实的研学活动，

像是在完成一个匆匆而过的行程。

对孩子们来说，毫无体验性可言。”在

海宁市狮岭学校教师王月明看来，博

物馆研学不在于孩子们走得多远、多

快，而是创设让孩子们进行深度学习

的机会。“比如，海宁是浙北地区良渚

文化的集中地，海宁市博物馆收藏着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延续下来的

6000余件藏品，涵盖陶瓷、玉石、字

画等20余种物件。对此，我们就多

次带领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分不同主

题去观摩，真正做到‘研而有学’。”她

举例说道。

“博物馆是一个可以尝试进行多

种教育的空间，这里有许多东西值得

孩子们去发现、去体验、去探索。我

们希望孩子们来到博物馆不仅是完

成对知识的吸收，而且能在这样的一

个特殊的文化载体中培养综合素养，

让参观博物馆成为孩子们的日常习

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公教部

副主任张明看来，孩子们研学的意义

更在于养成参观博物馆、接受文化熏

陶的习惯。

打破界限，馆与校形成合力
不久前，东阳市博物馆邀请良渚

博物院的社教老师为东阳市实验小

学的学生带来了一堂趣味横生的文

化体验课。据了解，自推动“馆校合

作”以来，东阳市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

“送文化进校园”，运用博物馆的馆藏

资源让中小学生获得文化体验。

早在201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机

关幼儿园就打破“围墙”，带着孩子们

走进中国扇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和

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之

旅”课程。该园园长、省特级教师冯伟

群介绍，这是一门以幼儿身边的博物

馆为课程资源，由教师、家长和博物馆

工作人员合力开发出来的幼儿园课

程。这些年，该园教师每个月组织班

级孩子走进博物馆开展项目活动。渐

渐地，自主学习、探究发现、感受传统

文化这三件“难事”在博物馆课程中自

然而然地让孩子们学会了。

像这样，我省有不少博物馆与学

校尝试了“跨界”合作，探索了“馆校

合作”“馆校共建”研学项目。比如，

浙江省博物馆致力于打造“无边界博

物馆”教育课程，系统整理了数十个

主题课程，与学校实现了资源共享。

去年，该馆还在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成立了一支“国宝小护手”宣传队，并

向该校授牌“浙江省博物馆‘国宝小

护手’培养基地”。平时，这些“国宝

小护手”定期要去该馆接受培训，成

为预备讲解员。另外，该校还借用藏

馆中的样品，在校园长廊上打造“校

中馆”，让全校学生都能近距离接触

传统文化。

“对博物馆来说，我们过去是一

个承接研学活动的角色，今后更多的

是和学校一起策划和探索博物馆研

学的组织形式，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内

涵。”张明说。

走进博物馆，孩子怎样学有所得？

近日，在缙云县机关幼儿园大一班的教室里，
30多个小朋友正对着直播镜头介绍家乡的美景与
特产，而屏幕另一端的小朋友来自结对帮扶园——
新疆新和县第一幼儿园。据了解，除选派援疆教师
外，该园还通过同步课堂形式促进双方之间的交流
与互动。

（本报通讯员 胡晓伟 杜益杰 摄）

□本报通讯员 楼微君 钟婷婷

孩子沉溺游戏怎么办？如何让孩

子爱上阅读？该教给孩子什么样的“金

钱观”……宁波市鄞州区东南小学有个

学生家长和学校共同运营的“草根”微

信公众号，近段时间深受家长们的喜

爱。而公众号上文字内容的撰写、编

辑，甚至小视频的拍摄录制，均由家长

完成，且家长们乐于将文章进行分享和

传播。

“有效的家校沟通是提升教育成效

的重要路径，亦是教育中长久存在的难

题。难能可贵的是，该校敏锐地抓住了

家长们转瞬即逝的教育智慧，借助这样

的形式让教育智慧持续发挥作用。”在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梁明月

看来，公众号只是该校开展家校共育工

作的一个新载体，近年来，学校整合分

散的教育资源，积极探索家校多维度互

动合作共育的有效路径。

在东南小学，有一个由行政领导

者、导师团成员、导师团顾问组成的“三

级联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中心成员

是通过他人推荐、家长自荐、民主选举、

校方聘请等方式产生的。校长纪峥斌

介绍，行政领导者里除主席外，其余全

部由家长担任；导师团成员由每个班级

推选出一名学生家长作为家校联动的

家庭主体代表；导师团顾问则以校外专

家为主，在心理健康、习惯培养、能力建

设、亲子沟通等领域提供专业帮助。当

初学校提出成立中心时，家长们报名十

分积极。

中心成立后，该校开始着手整合

分散的教育资源，推动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深度衔接。具体怎么做？该

校创建了“一园六悦”品牌，持续推出

“悦身”“悦读”“悦心”“悦哲”等系列活

动。“悦身”重在体育健康，去年11月，

学校通过家长自主报名开展了家校篮

球赛及兄弟学校家长篮球联赛，吸引

了一大批家长的参与。“悦心”关注的

是亲子心理健康，学校请来相关专家

为家长们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及时纾

解亲子关系中的焦虑。“悦哲”就是该

中心与家长共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

这个“草根”交流平台大约每周更新一

次，每次推送4条。自开设以来，该公

众号已累计推出20多期，100多篇优

质家庭教育文章。

为了激励更多家长参与家校联

动，该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还制定了

一套详细的家长积分评价体系。在参

与各项活动的过程中，家长们不仅能

够获得“悦身达人”“悦读达人”“悦心

达人”等单项荣誉，中心还会相应地为

其累计积分。根据年度积分情况，全

校积分最高的8名家长将参加年度家

校联动交流会，与校长、教师一起探讨

教育难题。“家长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孩

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希望通过家

长积分制，能够以‘常态’换取‘长效’。”

纪峥斌说。

探索家校共育新路径，这所学校的做法赞！

本报讯（通讯员 江潇扬）
近日，在第二届国际青少年人

工智能交流展示会上，温岭中

学学生的课题“SLAM-防疫多

功能无人机”在1000多个科创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

奖，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获奖

项目。

随着遥控器的指示，无人

机慢慢地升向空中，到达一定高

度后，连串的雾珠均匀地喷洒出

来。除了消毒功能，无人机还有

测温、巡视、播报、紧急物资投送

等功能。用无人机进行消杀不

仅节省了人力，而且能降低防疫

人员感染的风险。

怎么让无人机喷洒得更

加均匀？碰到障碍物后，如何

顺利绕过？产品初步制作完

成后，还要不断进行调试。学

生们在无人机上安装摄像头，

控制无人机规避障碍物；加入

优化的单源最短路径算法，帮

助无人机规划飞行路径……

渐渐地，他们将其变得更成

熟、更精确，最终在两个月内

制作出成品。

把家长会开到村里去

本报讯（通讯员 郑雪纯 凌 佳）“老师，我家孩

子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近日，常山县阁底中心小

学六年级三班的钱梦莹和胡国军两位教师走进当地的

湖头自然村，将该村同班学生的家长们集中在一起召

开了家长会，会上有家长问道。本学期开学以来，该校

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把班级家长会开到了村里。

据了解，该校大部分学生为留守儿童，学生家长工

作日一般都在外打工，平时很难抽出时间参加学校组

织的家长会。为加强家校联系，该校尝试将家长会开

到各个村里去，让家长们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家长会。

“以前都是请假去学校开家长会，没想到这次家长会就

在家门口开。”学生毛奕煌家长说，不仅比以往更方便，

而且可以和教师一对一交流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

况。在该校教师看来，家长会最重要的内容是教师与

家长们互动，此外通过这种形式的家长会可以让他们

更直接地了解到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习环境等。

近日，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初级中学的学生们走
进当地敬老院慰问，用实际行动如打扫卫生、为老人捶
背等为老人们送去关爱。

（本报通讯员 张绵良 孙小莉 摄）

视点第

无人机做防疫，温岭中学生这项科创获大奖

云端共享家乡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