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吴俊莉 记者 魏
星）2月6日，重庆科学城明远未来小学
校举行“朝气蓬勃新学期，逐梦追光向
未来”开学典礼。

新学期，新期望。新学期，新梦
想。冉冉升起的红旗随风飘荡、稚嫩的
童声回荡操场，阔别漫长的寒假，明远
未来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崭新的校园
生活。

校长在致辞中对明远学子寄予厚
望，谆谆教诲中，孩子们更加明确了新
学期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她希望明
远学子们以积极的心态激励自己，用科
技筑梦、以行动创新，做未来的主人。

在分享环节，各年级组分别推荐一
名学生上台分享寒假实践活动作品，孩
子们一件件有趣的航天实践作品体现
出明远学子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

“从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杨利伟，
到首位出舱女航天员王亚平，再到准备
了24年10个月的邓清明……他们，标
记着中国高度，写下了航天精神。”四年
级一班学生卜芊彤以“弘扬航天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为题向大家分享了她对
航天事业的尊崇与热爱，激励着明远学
子对航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明远学
子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和奋斗者！

目前，明远未来小学正着手创建
“明远未来少年科学院”，该科学院将依
托学校内外科技教育资源，倡导人人探
究和人人创造的文化，组织教师及科技
专家指导少年儿童开展科普教育、科技
培训、科学实验、科技竞赛、科普宣传等
活动，组织广大少年儿童在实践活动中
主动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体验科
学探究活动的过程与方法，发展初步的
科学探究能力，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批
判意识和探究精神、创新精神以及严谨
求实、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和行为习
惯。

接下来，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发现
和培育优秀的少年儿童科技幼苗，引导
和吸纳他们成为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推
动明远未来小学科普教育工作再上一
个台阶。

重庆社区科普大学
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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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梁区社区科普大学充
分发挥平台优势，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科普教育培训活动，积极营造
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
好氛围，大力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按照2022年社区科普大学工作
要求，区科协制定了2022年铜梁区社
区科普大学教学工作计划，明确了教
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考核管理等
工作内容。截至目前，铜梁区社区科
普大学共有24个教学点，2022年铜
梁区春秋两季社区科普大学共在巴川
街道和平社区、东城街道塔山社区等
6个社区开班，累计完成课程72节，
受益群众约4000人次。

强化提高服务意识

“外来车辆进来乱停乱放，本小
区的车辆都没位置停放了，停车杆什
么时候能装上哦？”“小区停车杆、文
化墙我们都会一步一步落实，希望大
家多多配合我们的工作……”2022
年7月，在东城街道玉泉社区龙馨家
园小区内，社区相关负责人和小区居
民讨论小区基础设施完善问题。为

进一步发挥社区作用，玉泉社区以建
设“红色物业”作为契机，深入了解各
街道情况，积极完善各类设施设备，
并陆续在各小区添置了高空抛物摄
像头、人脸识别门禁等设施，形成“党
建＋科普大学＋智慧物业服务”的新
方向。

去年5月，铜梁的社区活动室就
已经热闹起来了，围坐在一起下棋的
人、喝茶晒太阳的人、聊着家长里短的
人，虽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但却让这里
变成了幸福的“聚集地”，常来活动室
的刘奶奶说：“从这个活动室建设起来
之后，我就是这里的常客了，见证了这
个活动室的建设和设施的完善，打从
心底高兴。”

自“党建＋科普大学＋智慧物业
服务”的模式出现，小区物业也积极参
与到科普大学的宣传活动中，在铜梁
区东城街道一小区内组成了一支由科
普大学成员及物业团队构成的志愿者
服务队，他们向小区业主宣传垃圾分
类相关知识，并组织开展“绿色社区”
科普活动，让垃圾分类知识真正在社
区中发挥作用，在小家中运用起来。

特色课堂走进社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
巨大挑战，老年人对科学素质的提升
需求日益迫切。2022年5月18日，老
年科技大学在铜梁区社区科普大学挂
牌成立，常态化兼职老师10人。

铜梁区老年科技大学挂牌成立
后，社区科普大学铜梁分校准确把握

和满足老年人科技文化新需求，设置
人工智能、康复护理、健康运动、手机
电脑操作等相关课程。并采取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参观学习、知
识讲座等活动，推动老年科技教育融
入智慧社会发展，让老年人能更好地
适应现代生活，跟上时代的步伐。

铜梁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社
区科普大学将着力提高老年人科学
素养、信息素养、数字技能和健康素
养，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今年70多岁的赵爷爷说：“现在不
出社区，就能与老友们开展有益身心的
活动，感觉日子过得很充实。”据了解，
铜梁区南城街道桐梓社区多次开展面
向老年居民的专题活动。

不仅如此，在 2022 年 4月铜梁
区社区科普大学体育街社区教学点，
还开展了卫生知识专题讲座，受到社
区居民好评和欢迎。“居民朋友们，现
在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
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年轻化，要引
起高度重视……”现场教学的老师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针对病例提出科学
有效防治的方法。接下来，社区科普
大学还将把送健康活动深入开展下
去，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
为走进生活。

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

近年来，铜梁区社区科普大学以
“内容为王，创新为辅”为目标，将不同
年龄、不同领域人群的需求进行梳理，
并合理规划教学活动内容，围绕社区

居民关心的医疗健康、营养配餐、法律
知识、体育活动等内容，开展科普课
程，进一步深化社区科普大学的影响
力和教育作用，从点到面产生“辐射”
效应，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作用，让
居民积极参与，使社区科普大学做到
服务于民、惠之于民。

“小朋友们，我们的心脏在哪里
呢？”“心脏是怎么构成的？”……2022
年9月，铜梁区社区科普大学乘着全国
科普日的春风，开展了2022年全国科
普日“助力双减，快乐不减”医学科普进
社区的活动，10多名医学专家受邀来到
现场为家长和孩子科普医学知识，感受
科普知识带来的魅力。家长们表示，带
孩子来参加此次活动，是想让孩子们多
学知识，丰富课余生活，但是在活动过
程中，我们也跟着学到了不少知识。

据了解，2022年铜梁区社区科普
大学开展的活动从线上到线下内容多
元化，在全国科普日、食品安全宣传
周、防灾减灾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相关
主题的科普活动。同时，把社区党建
工作、文化教育活动、体育活动、民主
法制教育融入科普大学，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教学活动，吸引了大量社区居
民参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下一步，铜梁区科协将进一步总
结、积累科普大学的经验，完善科普大
学制度，力求在创新和提升实效上下
功夫，让更多社区居民来参加科普大
学课程，切实感受到社区科普大学带
来的益处，不断提高全区公民科学素
质。从“被科普”到“追科普”，做到居
民主动参与科普活动，让科普之花在
社区遍地盛开。

2月6日，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重
庆市各中小学校迎来了新的学期。为
庆祝新学期的到来，重庆大学城人民小
学校开展了“勇毅前行启新篇，兔年蓄
力创未来”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主
题教育活动，1800多名学生在新学期

“种”下了象征希望和心愿的种子。
在开学典礼的“开学第一课”环节，

校长和老师们分别向每班学生发放一
个迎春“福袋”，每个袋子里面装着不同
的种子，有辣椒、黄瓜，有向日葵、西红
柿，既有蔬菜类，也有水果类，不同的种
子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希望通过全校同
学一起播种，一起劳动，守护新芽，共同
成长。

“我拿到的种子，像瓜子一样，应该
是向日葵。”“它们是白色的，呈椭圆形，
很好奇能长出什么样的植物。”同学们
拿到种子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小心翼
翼地将种子埋进花盆里，并许下新学期
的愿望。六年级四班的一名学生说，种
下种子的那一刻，感觉播种的不仅是一
粒种子，也是一种希望。“多姿多彩的校
园就像是孕育我们的土壤，老师的细心
教导就像是滋润灌溉种子的清泉，我们
会像种子那样茁壮成长，迎来属于自己

的花期。”
接下来，该项实践活动将贯穿整个

学期，并结合学科教学陆续开展语文学
科写“种子生长的不同阶段”主题观察
日记，美术学科画出植物的生长形态，
科学学科记录种子从播种、发芽到开花
结果完整的过程等综合性的学习实践
活动，同时与本学期将要开展的“劳动
周”“植树节”等主题育人活动相衔接，
充分体现延伸拓展的教育力量。

除了播种新希望，同学们还收获了
来自学长的祝福和经验传授。学校上
一届少先队大队长、现就读于科学城巴
蜀中学的孔一男，作为一名已经毕业的
学长，在向学弟学妹分享学习方法时强
调了“行动”的重要性，认为不断行动、
坚持行动能探索出方法，理解行动的意
义所在，譬如语文学科需每天坚持阅读
课外书并做好摘抄，数学学科要有草稿
本和错题本以便及时整理易错和重点
难点题型用于巩固知识，英语学科则需
要多听多说多记单词，增加词汇量。他
以此鼓励同学们，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唯有自律及不懈地努力才能有好的收
获。

（来源：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校）

2 月 6 日，永川区 2023 年春季学
期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该
区 18 万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欢
快回归校园。各校纷纷开展具有各

自特色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
有意义的活动中开始新学期，争当新
时代好少年。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铜梁区社区科普大学细心“灌溉”
让科普之花遍地盛开

重庆科学城明远未来小学校：

朝气蓬勃新学期 逐梦追光向未来

重庆科学城明远未来小学校的孩子们展示航天实践作品。
（重庆科学城明远未来小学校供图）

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校：

以劳动教育上好开学第一课

点“福”迎春庆开学

本报讯（通讯员 姜雅娟）2014
年，顾湘从上海市区搬出，带着自己的
两只猫搬到郊区的赵桥村。这里一幢
荒置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成为了顾
湘的新家。在赵家村自由生活的顾
湘，她的创作观也如同乡间一棵可以
触摸的树，质朴自然。她倡导孩子自
由玩耍，去接触丰富的生活，书写真情
实感。近日，顾湘做客上海闵行莘庄

和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联合举办的
作家榜签售会，为读者带来她的３本
译作《爱丽丝漫游奇镜》《金银岛》和
《道林·格雷的画像》，并分享自己的创
作理念。

家庭熏陶，打开艺术启
蒙大门

顾湘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外公
是画家，妈妈是昆曲演员，爸爸是摄影
师。从小妈妈就很喜欢给顾湘讲故
事，《游园惊梦》《十五贯》《拾玉镯》这
些戏曲故事和《聊斋志异》等小说，其
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一波三折的情节，
都强烈吸引着小顾湘。

除了听故事，小时候的顾湘还常常
站在大院门口自个儿演戏。化妆用的油
彩、可以甩的水袖、可以转的手帕……
妈妈唱昆曲用的这些东西，都成了小
顾湘的道具。她自编自导自演，玩得
不亦乐乎。

摄影师爸爸不用坐班，有很多时
间陪伴顾湘玩耍。爸爸擅长做手工，
也喜欢大自然、养小动物，回忆与爸爸
一起玩耍的时光，顾湘很是开心，“我
们去挖土，种下一棵小树苗，过段时间
看到它慢慢长大了，小朋友做这种事
情就很开心。”

虽然爸爸没有要求顾湘把这些写
成观察日记，但无意中却让她在童年
埋下了善于观察生活的种子。长大后
的顾湘写作灵感依然来源于真实的生

活，善于写观察到的世界。赵桥村在
顾湘的笔下活灵活现：“茶翅蝽相当活
跃，在夏夜的风中飞来飞去，又停在我
的纱窗上，就像人游了一会泳趴在泳
池边上一样。”

爸爸爱看书，家庭阅读氛围浓厚，
顾湘觉得读书是自然而然的事。书看
多了，也就想模仿，想写点什么。顾湘
小时候写过一个小纸船的梦，“一个小
纸船漂在洗脸池里，然后水一直放忘
记关了，小纸船就被冲出了水池，漂流
到房间里去了。”写作对于她来说一直
是很自然很放松的事情。

别剥夺孩子探索的自
由，避免贫乏和单调

顾湘倚靠在沙发上，坐在笔者面
前，在访谈的一个多小时里面，尽管
也有大笑和天马行空的时刻，但是她
却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平静而松
弛。

顾湘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童年，结
合她的成长经历，顾湘认为，家长不需
刻意去培养出什么结果，因为孩子的
成长是一个自我探索、自我发现的过
程。比如有些人喜欢玩，在别人眼中
不务正业，但是他专门研究所玩之事，
生动地写出玩的过程，也挺好，真正要
避免的是贫乏和单调。

顾湘认为：“家长规定到点读书，
孩子反而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完成，
就像培养果实，你给它土壤、营养、水

分等尽量丰富的东西，可能会长得更
好。如果你只给它浇水，它反而可能
长不出来，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善良的
孩子，其他限制就少一点。”

顾湘分享，玩耍是一种自由放松
的状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萌
发想象力。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基础，
它不是逼出来的，是你稍微放一放才
能产生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天天让孩
子坐在那里看书，看完就写，就缺少了
自由探索和生活体验，这种硬写其实
蛮困难的。

写真情实感，发现孩子
写作中的闪光点

问及如何引导孩子的阅读与写
作，顾湘强调要真情实感。很多孩子
之所以不知道写什么，是因为他以为
作文要写成一个规范的样子，但其实
并非如此，真实记录是最基本也是最
好的。“如果孩子在意某件事，他就会
留意到很多细节，写出来就会很丰富，
不愁没素材。家长不要轻易否定孩
子，无论孩子写成什么样子，都要从中
发现他的闪光点。”

顾湘觉得，家长培养孩子细心观察
生活的能力，可以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
入手，多问孩子：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事
情？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为什
么会这样想？……家长要多听孩子讲，
不要用标准答案去限制孩子的思维，这
样孩子就会愿意跟你分享，语言就会越
来越丰富，把这些语言组织出来，就是
一篇很好的作文雏形。

顾湘还提醒家长，不要只从自己
的视角看待孩子的喜好。“比如说我很
讨厌蟑螂，但如果有个小孩写了个蟑
螂，并觉得蟑螂很可爱，而且写出来为
什么可爱，我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好。”

顾湘：

玩耍也是一种学习

顾湘在直播间分享创作理念。
通讯员 姜雅娟 摄

科普教员为孩子们讲解医学知识。 （铜梁区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