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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文姣
2023年以来，漯河四高深耕

科学教育取得显著成效。该校先
后被评为河南省第十五届、第十
八届科学素养大赛优秀组织单
位，荣获“弘扬科学家精神，争
做中华追梦人”主题征文比赛

“优秀组织单位”称号；邀请中
科院院士游书力为师生作科学教
育报告；中原名师、正高级教师
王海东主持，教科室主任彭蔚亮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省级课题
《河南省青少年科学素养现状及
提升路径研究》 立项并在进行
中；16人获省市信息技术与课程
融合优质课、科学实验优质课奖
项，覆盖7个学科；以张鹏飞为
代表的34名学生先后获得河南省
科学素养大赛一、二、三等奖；
刘路恒等6名同学获得“弘扬科
学家精神，争做中华追梦人”主
题征文比赛一、二、三等奖，赵

琳等6名教师获得“优秀辅导教
师”称号。

设立科技副校长和
科技辅导员

为深化科学教育实践，漯河
四高构建起“专家引领+多元协
同”的科技教育体系。该校聘请
市教育局专家李雪玲担任科技教
育指导专家，全面指导科技教育
工作。设立科技副校长4名，选
聘科技顾问2名，聘请专 （兼）
职科技辅导员10名，形成多层
次、专业化的指导力量。为构建
多元实践教学场景，该校与中原
食品实验室、市科技馆、市博物
馆、城市展示馆、三剑客奶业等
建立合作关系，打造集科研探
索、科普体验、文化传承、产业
实践于一体的实践教学矩阵，为
学生搭建起理论联系实际的立体

化学习平台。成立学生科技社团
6个，开展科技夏 （冬） 令营、
科学考察、科学实验、科学调查
体验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引
导支持有兴趣的高中生长期、深
入、系统地开展科学探究与实
验。积极拓宽科学实践渠道，鼓
励学生社团不定期开展科技教育
实践和参加省市科学素养大赛。
同时，每年组织学生开展1次到
2次大型校外科学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科学认知，培
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全方位
提升科学素养。

将科学教育纳入教
育教学质量评价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浪潮中，
漯河四高积极响应科学教育战略
部署，持续完善科学教育评价体
系，将科学教育纳入教育教学质

量评价。实施“校内科学教育提
质计划”，根据高中三个年级侧
重点，系统设计科学教育内容，
统筹安排科学教育任务，推动科
学教育向三个年级有机延伸和发
展。该校教科室注重高中阶段、
本科阶段科学类相关课程的联系
与融合，领衔开发科学教育与生
涯规划教育融合校本课程，在科
学教育中强化高中生职业发展规
划教育，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兴
趣特长和职业目标。

助力拔尖人才培养

漯河四高聚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通过多种举措构建科学教
育生态体系。该校大力支持建设
科技班，强化实验室资源配置，
试点学科特殊禀赋学生培养项
目，建立项目培养基地，依托

“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

等项目，细化分层分类培育方
案，提升人才培养精准度。同
时，积极对接河南省“小小科学
家”“小小工程师”创新人才培
养计划，为学生开辟进阶成长通
道。在赛事引导与人才选拔方
面，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小学
生竞赛活动的管理规范，指导中
小学生理性参与“白名单”科技
赛事，鼓励学生在创新实践中释
放想象力和创造力，动态挖掘具
有科研潜质的学生。此外，教科
室精心筛选 33 本优秀科普读
物，通过“科普读物进课堂”

“科学家进学校”等特色活动，
引导学生阅读科普读物、参与科
普活动、认识知名科学家、了解
科 普 知 识 、 提 升 科 学 素 养 。
2024年，该校10个社团400多
名高中生参与科普阅读，2900
名学生参加了全市科技教育征文
活动。

构建“科学+”协同育人模式
——漯河四高科学教育工作侧记（下）

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9日，郾城区龙塔街道伊坪小学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
练，增强师生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

翟梦蝶 摄

5月6日，中国科学院大学
宣讲团走进漯河高中，为广大
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技
知识盛宴。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高随祥用生动翔实的
讲解，带领同学们开启了一场

科技探索之旅。从万米深海的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到地
壳深处的暗物质探测实验室；
从捕捉宇宙幽灵粒子的中微子
探测技术，到探索物质本源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高随祥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巧妙揭开“大国

重器”的神秘面纱，让尖端科
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这场科技对话不仅展示了
中国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还
在漯河高中青年学子心中播下
探索未知、勇攀高峰的科学火
种。 张小乐

中国科学院大学宣讲团
走进漯河高中

5月8日上午，召陵区青年镇
青年中学（小学部）邀请市中心
医院医护人员走进校园，开展

“急救知识进校园”主题科普宣
传。

活动现场，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医护人员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示
相结合，向师生展示了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
技能。医护人员模拟突发场景，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原
理，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胸外按
压、气道开放等操作，并邀请学
生上台实践，确保每个动作规范
到位。同时，医护人员还针对校
园常见意外伤害分享了科学的处
理方法，帮助师生掌握“黄金急
救时间”内的关键知识。

“原来胸外按压的力度和频率
这么重要。”参与实践的学生纷纷
表示，通过“沉浸式”学习，不
仅消除了对急救的陌生感，还意
识到了掌握急救技能的重要性。
教师们也积极参与互动，学习如
何在日常教学中应对突发状况，
为学生安全保驾护航。

“普及急救知识是提升公众
健康素养的重要举措，校园更
是关键阵地。”市中心医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推进

“急救知识进校园”系列活动，
开展常态化、多样化的科普宣
教，让急救技能在校园落地扎
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
全屏障。

邵尊英

青年中学（小学部）

开展急救知识科普

5月7日下午，共青团源汇区
委联合漯河市立德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专业团队走进源汇区实验小
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 解压赋能 ，‘ 心’光绽
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一开
始，充满趣味的“大风吹”游
戏便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同学们
在欢声笑语中放松了身心、拉近
了距离。随后进行的“传话”游
戏让大家深刻体会到，在人际交
往中，准确表达和良好沟通是多
么重要。

第二会场的“轻装‘心’
行，向阳生长”团体辅导课同样
精彩纷呈。在老师的带领下，同
学们首先做了“抓鸭子”游戏。
随着游戏节奏的加快，孩子们全

神贯注，在紧张刺激的游戏中释
放压力。

随后进行的“情绪猜猜猜”
游戏更是妙趣横生。同学们通过
表情和肢体语言猜测各种情绪词
汇。这个环节不仅增强了同学们
的情绪识别能力，更教会他们如
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同学们
认识到了焦虑情绪带来的负面影
响，明白了如何调整心态积极面
对生活中的难题。

活动尾声，同学们认真填写
“社会原子图”调查问卷。这份独
具匠心的问卷帮助孩子们梳理在
不同环境中的角色定位，促进他
们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社会互
动中的责任与联结。

李薇帆 刘 可

源汇区实验小学

心理健康课堂精彩纷呈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沛
真） 5月 9日，漯河市幼儿园领
航工作室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
在市直幼儿园举行。

活动现场，市直幼儿园分

享了幼儿园领航工作室建设经
验，并介绍了幼儿园领航工作
室发展共同体年度工作计划。
在教学观摩和课程分享环节，
市直幼儿园教师为与会人员带

来了精彩的大班韵律活动展示
以及幼小衔接课程故事分享。

为落实《河南省幼儿园领航
共建“1235”工程实施方案》，
我市积极组织领航共建、结对帮

扶等系列活动。我市5个幼儿园
领航工作室带动35个成员园协同
发展，形成了“1+N”领航帮扶
模式。这种领航帮扶模式，通过
强园带弱园、大园带小园，充分

发挥了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引
领、辐射和带动作用，有效缩小
了城乡学前教育差距，实现了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
展。

漯河市幼儿园领航工作室发展共同体成立

■刘旭敏
读书节的“跳蚤市场”上，

彩色的海报在风里轻轻摇晃，孩
子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
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看到孩
子们或认真地推销自己的旧
书，或蹲在地上翻看心仪的绘
本，心里满是欣慰。

忽然，一个小小的身影进
入我的视线——是我们班的小
宇。他手里攥着一卷皱巴巴的
零钱，眼睛望着我，鼻尖上沁
着细细的汗珠。“刘老师，刘老
师！”他扯着我的衣角，话语里
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您看，
我卖书赚了好多钱！”

他把钱往我手里塞，兴奋
地说：“老师，你拿着这些钱去
买书吧！”我愣了一下，笑着摇
了摇头：“小宇真厉害，会自己
赚钱啦！不过老师有钱，你留
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没想
到小家伙不依不饶，“老师，您
骗人！我都看见了，您在每个
摊位前都看了好久，可是啥都
没有买……”

见我还是拒绝，小宇急得
直跺脚，突然“精准打击”
道：“您要是有钱，为什么不买
呢？”他的眼圈开始泛红，声音
也带着哽咽，硬是从那卷钱里
抽出一张皱巴巴的10元纸币，
塞进我的手心。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棉
花糖轻轻裹住，软软的、甜甜
的。阳光落在小宇红扑扑的脸

上，他固执地看着我说：“老
师，您一定要收下。”我突然
想起他蹲在摊位前认真地给
每一个来看书的同学介绍故
事内容的样子，想起他把心
爱的绘本低价卖给低年级同
学时那副忍痛割爱的小模样。

我把 10 元钱拿到手里，
说：“那老师先帮小宇保管着，
等你需要的时候再还给你，好
不好？”小宇这才破涕为笑，蹦
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摊位。看
着他的身影，我忽然觉得，这
小小的“跳蚤市场”，不仅让孩
子们体验到了买卖的乐趣，学
会了沟通和交流，更是他们传
递善意、学会关爱的成长课堂。

“跳蚤市场”结束的时候，
夕阳把整个操场染成了金色。
小宇的10元钱静静地躺在我的
口袋里。我知道，这不仅仅是
一张纸币，更是孩子用纯真编
织的温暖，是他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的关心与爱意。

孩子们的善良从来都不是
偶然的。小宇“可怜”我时，
我就知道，在他身后一定有一
个充满爱与包容的家庭，还有
用耐心和温柔浇灌他成长的父
母。

教育的意义或许就在这些
小小的瞬间里——当孩子学会
用爱去看待世界、用温暖去拥
抱他人时，我们便知道，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单位：漯河小学

“跳蚤市场”的暖心时刻

■王 琦
据媒体报道，近期针对未

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时有
发生，尤其是小学、初中阶段
学生，由于警惕性较差，稍不
注意便有可能落入诈骗分子精
心设置的陷阱。

诈骗未成年人的套路可谓
层出不穷。从以“免费领游戏
皮肤”为诱饵，到冒充公检法
工作人员恐吓，再到利用亲情
关系编造故事实施诈骗，不法
分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
结 合 多 种 手 段 ， 通 过 刷 脸 支
付、下载远程协助软件、发送

验证码等方式实现转账、充值
或账号换绑。这些诈骗行为不
仅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家庭的经
济损失，更可能对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未成年人之所以容易成为
诈骗分子的目标，有多方面原
因：一方面，未成年人社会经
验不足、反诈意识较弱。他们
对社会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缺
乏足够的认识，难以辨别诈骗
分子的虚假话术。另一方面，
部分家长也存在一定责任。有
些家长警惕性不足，设置免密
支付等支付方式，或在孩子使

用手机时允许各类社交软件和
银行 App 同时运行，且不注意
保护密码，让孩子可以轻易获
取相关信息，为诈骗分子提供
了可乘之机。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信网络
诈骗的侵害，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
家长要多陪伴孩子，减少孩子玩
手机的时间，引导孩子树立遇到
事情及时向父母求助的观念。同
时，家长要重视反诈宣传教育，
为孩子普及防骗知识，教育孩子
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轻易添加
陌生人联系方式，切勿随意使用

父母的微信、支付宝等账户进行
资金支付。

学校的反诈教育也不容忽
视。许多未成年人对“诈骗”
的概念模糊不清，不清楚手机
上一些操作可能存在的风险隐
患。学校应积极联动有关部门
开展反诈宣传，将反诈教育纳
入日常教学内容，通过举办讲
座、开展主题活动等方式，增
强未成年人的反诈意识和能力。

未成年人自身也要养成良
好的上网习惯。要合理安排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
间，多培养其他兴趣爱好，做

到适度游戏、快乐成长。玩游
戏时尽量使用没有绑定银行卡
的设备，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同时，未成年人要保持警惕，
接到陌生电话、短信要提高警
惕，不随意扫描二维码、点击
陌生链接或下载不明App。一旦
发现被骗，应立即向家人反映
或报警求助。

为未成年人撑起反诈保护
伞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
责任。只有各方携手，形成合
力，才能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 ， 为 未 成 年 人 营 造 一 个 安
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为未成年人撑起反诈保护伞

2025春季学期，各地教育部门密集出台文件，要求落实中
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一节课”不
是小事，“德智体美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定位。在“五育”并
举中，体育既是独立的教育维度，又处在贯穿其他四育的“C
位”。 新华社发

回归“C位”

■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二
（1）班 赵婧媛

去年11月20日，我家迎来
一名新成员——我的妹妹。妹妹
出生时体重七斤四两。她的手和
脚都小巧玲珑，头发乌黑浓密，
如同一个小刺猬，一双眼睛又大
又亮，黑宝石般闪烁着光芒。她
还有高高的鼻梁、粉嘟嘟的小
嘴，看起来可爱极了。

因为妹妹的到来，妈妈每天
忙得团团转。一会儿给她换尿不
湿，一会儿又给她喂奶，一整天
都在围着她转。然而，妹妹有个
不太好的习惯，那就是常常晚上

不睡觉，害得妈妈不得不整夜抱
着哄她。有时候，妈妈累得实在
不行了，就把她放在床上想休息
一会儿。谁知刚放下，她就立刻
大哭，让人既心疼又无奈。

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
自从妹妹出生后，我在家里的地
位下降了许多——妹妹只要一
哭，妈妈不管是在陪我写作业、
读书还是画画，都会立刻去哄妹
妹。这让我感到有些失落，心里
常常想：以后可能做任何事我都
要让着她了。唉，让就让吧，谁
让我是她的姐姐呢！

辅导老师：李 乐

我家的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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