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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家长应该树立自己是孩子

成长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将关注

点从应试教育转变为孩子长远、

充分的发展。”近日，全国人大代

表、衢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玮

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的建议”，呼吁加强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方面的关注。

陈玮关注到，青少年因心理

问题导致的失控越轨行为近年来

时有发生，离家出走、暴力伤害、

自残自杀等现象令人扼腕叹息。

前不久引发全民关注的胡鑫宇事

件，再度警示加强青少年心理健

康建设刻不容缓。

心病需要心药治。加强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共

识，但囿于种种因素，仍存在大众

心理健康知识匮乏、学校心理健

康专业队伍不强、转介机制不通

畅、各方合力不够等问题。政府

层面固然要高度重视，加大构建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力

度，家庭教育更加责无旁贷。

强调家长是孩子成长的第一

责任人，并不是把教育的责任全

部推给家长，而是突出家长在孩

子心理健康教育上的重要作用。

作为家长，要多注意观察孩

子的状态，尤其要关注孩子的情

绪波动，发现反常状况及时向学

校或相关专业人员求助。胡鑫宇

事件中，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存在

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但并未引

起家长和学校的足够重视，最终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家长要做好孩子成长第一责

任人，当然不能止于观察和关注

孩子情绪这一层次，更应该努力

创设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

良好环境。事实上，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往往

是家庭教育不当的结果。有的是因为太溺爱，养

成孩子任性、唯我独尊的性格。有的是因为对孩

子寄予厚望，过于严格要求乃至拔苗助长。尤其

是在当下，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不少家长主

动或被动逼迫孩子过早投入学业竞争。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每3年进行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

计划（PISA），涵盖了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万

名15岁青少年。PISA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每周

近60个小时用于学习，接近世界第一，但学生对

生活的满意度排名倒数。这些都极易造成孩子

心理脆弱、心理缺陷等问题。

需要被看见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家长不

能只关注那些“量化”的育儿成果，而忽略了孩子

的心理健康，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追悔莫

及。在孩子压力大、情绪不佳的时候，家长要学

会倾听他的痛苦，理解他的不易，帮助他化解心

结、走出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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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锃亮的不锈钢操作台、火

力旺盛的燃气灶、大型蒸箱和

烤箱、专业料理机……海宁技

师学院烹饪专业被当地人誉为

“厨师的摇篮”，专业研修楼里，

制作中西餐、中西点的各种厨

具一应俱全。近日，来自海宁

市南苑中学初二年级的35名学

生，在这里体验了一场前所未

有的厨艺之旅。

“将糯米粉和粳米粉按2∶3

的比例混合均匀；用网筛过滤，

均匀撒入木制方糕模具，放满一

半；把米粉戳个坑，将豆沙放入

坑中……”在中西点实训室（1）

里，部分学生3人一组，正在烹

饪专业教师裴安翀的指导下专

心地制作堰兢糕。作为嘉兴特

色糕点，学生们对堰兢糕并不

陌生，但堰兢糕里蕴含的文化

典故，他们未必了解，亲手制作

一块香喷喷的堰兢糕，更是他

们从未有过的体验。

“只吃过，没做过。”“我在

家做过蛋糕，这个比蛋糕难

做。”尽管裴安翀的讲解非常细

致，但是学生们“新手上路”，要

成功制作堰兢糕确实不容易。

考虑到这一点，海宁技师学院

还从2019级中西面点高级班

抽调了部分优秀学员来做助

教。“戳这个坑要45度斜着戳下

去，这样不会戳穿米粉。”“刮平

米粉也是45度斜着刮。”……虽

然助教们只比这些学生大几

岁，但已经是“老师傅”了，作示

范、讲要点，大家都把自己的经

验和盘托出。

隔壁教室里，另一部分学

生正跟着烹饪专业教师曹明强

一步一步学包粽子。粽子是嘉

兴的一张美食名片，家家户户

都会在春节和端午节包粽子。

“我们家的粽子是奶奶包的，我

爸爸妈妈都不会包。这下我可

比爸爸妈妈厉害了，今年端午

节我要帮奶奶一起包！”学生姚

嘉乐一边忙着把手里的粽子

“五花大绑”，一边得意地说。

“我们学校是嘉兴市中小

学劳动实践基地，以前零零散

散地不断有中小学校学生过

来体验烹饪课。现在，劳动课

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了，我们

干脆面向七至九年级专门推

出了‘嘉兴地方特色菜’课程，

更好地发挥劳动实践基地的

作用。”海宁技师学院烹饪旅

游系主任程锋介绍，劳动课纳

入中小学课程后，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对烹饪课程的需求愈

发旺盛，因此去年暑假，嘉兴

市烹饪专业教研员马海峰牵

头，组织学校烹饪专业的5名

骨干教师，共同研发了“嘉兴

地方特色菜”课程。

该课程包含干炸响铃、油

焖春笋、大蒜千张、虾爆鳝、糖

醋排骨、嘉兴粽子、堰兢糕、咸

菜肉丝面等8道嘉兴特色菜肴、

小吃的制作方法，涉及炸、油

焖、炒、油爆、熘、蒸、煮7种基本

烹调技艺。根据刀工、烹饪技

术的难易程度，8道菜被分为3

个等级，可以根据不同年级学

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展

开教学。

除了菜肴制作的常规知

识、技能要点，课程中还增加了

文化典故。“美食是文化的载

体，我们希望学生能在烹饪学

习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改变‘烹饪只是烧菜烧饭’

这样的刻板印象。”马海峰说，

“比如今天制作的堰兢糕，很多

人都不知道它又叫‘李卫眼睛

糕’，这个名字与清代李卫督建

盐官海塘有关，老师会在课上

详细讲述这背后的故事。”

“回家以后，可以试着用今

天学到的手法来包荷叶粽，也

可以把原料换成海鲜，制作海

鲜粽。”下课铃响起，曹明强不

忘给学生布置“作业”。他认

为，烹饪将是这些学生未来独

立生活的一项重要技能，“要掌

握好这项技能，就要学会举一

反三”。

“校长，尝尝我们做的堰兢

糕。”返校途中，南苑中学的学

生热情地招呼校长夏云熙品尝

自己的劳动成果，顺便道出心

中的“小九九”：“校长，下次来

上烹饪课是什么时候啊？”

夏云熙介绍，在劳动课程

上，南苑中学开设了藤椅编制、

织毛衣、十字绣等手工制作课，

在开辟农耕园的基础上开设了

种植课，而在烹饪方面，由于场

地的限制，此前学校多是在节

假日布置烹饪作业。“海宁技师

学院结合专业特长推出烹饪课

程，同时还提供师资、场地，很

好地补充了我们在劳动教育上

的短板。”夏云熙说。对于学生

的期待，他表示，接下来他们可

以循序渐进地体验炸、炒等更

多烹饪技艺。

“对于这样具有实操性的

烹饪课，学生们的积极性一定

是高的。”程锋说。除了南苑中

学，此前，海宁市博达学校、海

昌初级中学等已经前来体验过

“嘉兴地方特色菜”课程，学生

们均给出“五星好评”。“要上好

这样一堂课，师资、场地、材料

全由我们提供，其实还挺费时

间、资金和精力的。”程锋表示，

“我们也有‘私心’，在中高职一

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希望

能把职业教育前置到中学。通

过‘嘉兴地方特色菜’课程，可

以让学生、家长看到职业教育

现在的发展情况，改变他们对

职业学校不如普通学校的固有

看法，让学生在升学时多一种

选择。”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记者

C：海宁技师学院烹饪旅游系主任 程 锋

X：海宁市南苑中学校长 夏云熙

Q：给非烹饪专业的中学生上烹饪课难吗？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C：就课程内容而言，不同的菜肴对刀工和火

候的要求差别很大。因此，课前和对方学校

的沟通很重要，我们会确认学生的学段、平均

厨艺水平，从课程中挑选合适的菜肴来制

作。另外就是安全问题。烹饪离不开用刀、

用火，一般中学生没有太多烹饪经验，因此，

安全是我们授课时最重视的，课前、课中都会

反复强调，为每个小组配备助教也是出于安

全的考虑。同时，学校还配备了烫伤膏等药

品应急。

Q：对中学来说，怎样利用好社会力量为劳动
课服务？
X：由于受场地、师资及其他资源的限制，要

让学生真正学习劳动技能、感受劳动价值，必

须利用和调动家、社力量，通过“走出去”和

“请进来”丰富劳动课程。除了去海宁技师学

院上烹饪课，在“走出去”方面，我们还组织社

区服务劳动、志愿公益劳动和高校专业体验、

岗位职业体验等，由专门人员带着学生一起

劳动。在“请进来”方面，我们通过外聘的形

式，让一些有特色的家长资源、社会资源走进

学校，走入课堂，补充学校的劳动师资。

去“厨师的摇篮”学做地方特色菜
海宁技师学院以专业课程助力中学劳动教育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周 怡

前不久，义乌渐冻症患者小鹏（化

名）用上了眼动仪。随着他眼球的转

动，面前的网页被流畅切换，世界再次

向他打开了大门。这款眼动仪是义乌

市星光实验学校送教团队为他量身定

制的，校长俞巧龙终于实现了带小鹏

“看世界”的承诺。

小鹏原本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孩

子，在三年级时身体出现异常，后被诊

断为渐冻症。小鹏奶奶年事已高，母

亲已离世，姐姐还在上学，父亲作为家

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长期在金华务工。

2016年，小鹏被列入星光实验学

校送教上门对象，由俞巧龙结对帮

扶。从那时起，为这个学生做点事成

了送教教师们的共同心愿。

8年来，送教教师们不离不弃，

定期探访，组织助学伙伴陪小鹏看

书，带上康复师指导小鹏练习动作。

然而，渐冻症还是一点一点夺去了小

鹏的身体机能——从能坐轮椅，到下

肢肌肉萎缩无法翻身，又发展到只剩

双手能活动，到2022年时小鹏只能

靠下巴和两根手指控制手机消磨每

天的时光。受尽了身体和心理的折

磨，小鹏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和教师

的交流很多时候都只是用点头和摇

头来回应。

小鹏病情的发展让送教团队揪心

不已。副校长范立花查阅资料后了解

到，眼动仪是渐冻症患者后期联系外

界的重要辅助工具，决定为小鹏配置

眼动仪。经过几次对小鹏眼睛的注视

范围、眼球调节能力进行评测后，送教

团队确定了小鹏使用眼动仪的可行

性，并与眼动仪厂家进行了多次沟

通。在确定了软硬件配置及所需费用

后，送教团队又争取到爱心企业为小

鹏提供经费赞助。

这个春天，小鹏终于用上了眼动

仪。教师们帮助小鹏固定好支架，反

复校准屏幕，一步步细致入微地教他

操作流程，又跟小鹏奶奶反复交代了

使用注意事项，还添加了小鹏姐姐的

微信，方便跟进指导。

当看到小鹏能用眼睛操控屏幕浏

览网页时，俞巧龙松了一口气，曾经许

下的带小鹏“看世界”的承诺，如今也

算以另外一种形式兑现了。

多年来，星光实验学校的教师们

始终奔波在送教路上，为重度残疾学

生送去温暖和希望。在一个个被幸

运之神遗忘的角落，他们成为特殊学

生的一道道光。

一诺八年，义乌市星光实验学校带渐冻症患儿“看世界”

一堂特殊的思政课：
跟着校友看两会

本报讯（通讯员 应柳漪 葛永锋）“我热爱物理，

未来要像王洁博士那样，在物理领域有所作为。”“我理

解的青春力量就是向榜样学习，奋发向上！”3月9日，诸

暨市学勉中学217班的班会课上，学生们围绕“成长”

“家国”“梦想”等话题畅所欲言，课堂里响起阵阵掌声。

这些热烈的讨论源于前一天的那堂特殊思政课。

3月8日晚6点，学勉中学240名师生代表早早端坐

在学校报告厅，等待着与3位校友博士视频连线。视频

连线那端是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委候补

委员，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医学博士、主任医

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医院院

长葛明华；工程热物理博士、高级工程师，浙能集团白马

湖实验室科研管理部负责人王洁。他们当选为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

学校获悉3名校友都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后，当即

邀请他们以视频方式“回校”上课。3人欣然应允，在8

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驻地就和母校师生连线。

这次视频连线以“跟着校友看两会”为主题。40年

前毕业的蔡袁强、葛明华和20年前毕业的王洁先后分

享了参会感受、成长故事和求学时的难忘回忆。在回

答了学生代表关于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如何进行生涯

规划等问题后，他们分别送上寄语，勉励学弟学妹珍惜

当下，不负青春。作为地道的诸暨老乡，在和大家交流

过程中，3人还时不时蹦出两三句诸暨方言，拉近了与

学生们的距离。

“对于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来说，3位博士校友作为

人大代表参加同届全国两会实属罕见，这是百年学勉

的骄傲，更是我们的财富。”学勉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冯

洪明说，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希望这一堂特殊的思政课

能成为一颗种子，激励学生为家国梦想贡献青春力量。

3月10日，遂昌县示范幼儿园教育集团举行
“享自然，乐春耕”开垦启动仪式。铲土、栽种、浇
水……幼儿们化身“小农夫”，在农场里认真地劳作
着，用行动播撒春的希望，体验劳动带来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 涂雅丽 摄）

“小农夫”春耕忙

“别漏了边上这几格，给它们加点粉。”海宁技师学院的优秀学员化身助教，
认真指导学生们制作堰兢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