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丹）日前，万盛
经开区科协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在
万盛博物馆开展了“布”可思议——胜
家缝纫机布贴画科普活动。全区100
多名小朋友参加活动。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小朋友
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选择自己喜欢
的毛线颜色，双手在小织机上来回穿
梭，慢慢纺织出一块块属于自己的布。
一上一下、手拉再穿梭，虽然是重复的
来回，但也需要观察仔细、穿准梭子，不
然很有可能会出现跳针。通过操作原
始织布机模型，亲身感受织布机的使用
方法和基本原理，小朋友们倍感新奇。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每组分发了无
纺布、胶棒、剪刀等制作材料。志愿者
老师讲述了布贴画的故事，让小朋友们
通过故事了解布贴画背后的意义。随
后，老师按照拓描图样、裁剪、粘贴等步

骤，详细介绍布贴画的手工制作过程。
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创作自
己喜欢的图案。大家还相互交流经验，
互动合作，制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此次布贴画制作活动内容多姿多
彩、生动有趣，丰富了小朋友们的文化
生活，让他们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古老
的纺织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双重魅
力。同时，现场还设有传统手工织布机
体验专区，其他的市民朋友们也纷纷动
手参与，感受传统纺织技艺的魅力。

下一步，万盛经开区科协将继续
组织各科普基地开展以“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的科普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
节日氛围，引导公众感受我国传统节
日的独特魅力，充分发挥科普基地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和阵地作用，增强广
大市民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代
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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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院士专家进校园科普
活动走进沙坪坝区树人凤天小学，活动
特邀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副主任、中电科
芯片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市
科协兼职副主席何晓亮做题为“芯火相
传 叩问苍穹”的专题讲座。共200余
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何晓亮在讲座中给学生们展示了
飞机、火箭、月球探测器等图片，带领孩
子们了解我国航天发展历程，又详细讲
述了飞行器的类型、走向太空需要克服
的难关、芯片运用技术、集成电路芯片
的“航天之路”等，让学生们拓宽眼界同

时激发学生对航空航天科技的兴趣和
探索热情，让孩子们懂得在学习中保持
好奇心、勤于思考。学生们听得津津有
味，沉浸其中。

本次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前沿
科学的洗礼，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科学兴趣。通过拉近学生与科技
工作者的距离，也加深了学生们对科学
家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科学精神的理
解。下一步，沙坪坝区科协将持续打造

“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品牌，不断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国家发展和民
族复兴贡献力量。（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袁婷）9月19日
至11月19日，忠县在忠州科技馆陆续
开展“聚力强军梦”军事科技主题展。
展览由忠县科协主办，忠州科技馆承
办。活动旨在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意
识，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激发他
们对军事科学的兴趣。

展览以“筑梦—逐梦”为故事主线，
以军事战略文化、军事体验为重点，配
合不同时期的军队风貌、军事装备等，
通过“实体展示”“交互体验”“机电互

动”三大类展项形式，改变原有陈列内
容枯燥乏味的短板，形象生动地展示了
军事科技历史，让军事科普寓教于乐，
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军旅文化。

此次科普活动充分发挥忠州科技
馆科普阵地、“科普轻骑兵”的作用，为
全县青少年带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
普盛宴”。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军事知
识，增强了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还激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
和创新思维能力。

10月6日，由重庆市妇联主办，铜
梁区妇联承办的“百场讲座进万家”走
进重庆市巴川中学校，为300余名家长
普及家庭教育知识。

本次讲座由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
会会长、重庆市妇联2023年“百场讲座
进万家”讲师团成员杨桂林主讲。

杨桂林以“如何提高孩子的心理能
力和学习能力”为主题，以发人深省的
故事，鲜活生动的案例从听、思、行三个
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家长们带来了一场

丰盛的精神大餐，家长们以饱满的精
神，乐学、好学的态度，积极参与到这场
知识盛宴中。

家长们纷纷表示，授课内容非常实
用，让大家学到了知识，受到了启发，对
教育孩子有了全新的认识，今后一定会
做出改变，耐心倾听孩子的诉求，关注
孩子的心理健康，真正做到以身作则，
反思自我，用正确理念、方法和行为教
育引导孩子。

（来源：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佳洁 通讯
员 何亚辉）近日，由上海市高等教育学
会、智慧高校CIO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湖北省教育网络协会、南京理工大学、
华为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智慧高校CIO
南京论坛召开。重庆理工大学等6所
高校荣获“智慧高校数字化转型杰出
奖”。重庆理工大学信息中心副主任何
亚辉荣获“智慧高校数字化转型优秀
CIO”称号。

本次论坛主题为“以数赋智、融合
创新、立德树人”，聚焦智慧校园、智慧
教学、智慧管理、智慧科研等热点话题，
探索AI、5G、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
全等在高校教育中的最新应用场景，推

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重庆理工大学高度重视信

息化建设工作，坚持顶层设计、融合创新
理念，不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学校发展的信
息“大动脉”，在新时代智慧校园规划和
建设、智能一卡通建设、5G网络建设、数
据治理、移动校园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
绩，保障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正常开展，为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构建
现代化数智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庆理工大学将以此次获奖为新起
点，积极顺应新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快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底座，激活发
展动能，助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运动场
上“狼烟四起”，“手工直升机”“装甲
车”“越野山地摩托”“火箭筒”“无人
机”“迫击炮”轮番上阵，红蓝双方学生
翻滚、跳跃、瞄准射击、匍匐前进、搏斗
等动作专业流畅，对抗场面声势浩大、
气势磅礴，“战”味十足。

参训学生表演了战术手语、持枪
动作、战术步伐、红蓝对抗四大项目的
战术演练。模拟了在作战中如何通过
非语言沟通、持枪动作变化、步伐配合
来做好进攻与防守，以及在反恐演习
中，如何最大程度保护人民安全，提高
综合作战能力，展示了军人风采。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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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亭玉：

鼓励孩子勇敢表达真情实感，“小日子”里也有“大味道”
□通讯员 姜雅娟

小朋友捉迷藏时躲进衣橱，再往
里走就能到达另一个国度？你看过与
《魔戒》《哈利波特》一起称为世界魔幻
经典巨著的《纳尼亚传奇》吗？因为译
作《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
橱》，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学者、翻译
家熊亭玉出席了莘庄和大星文化联合
举办的作家榜签售会，笔者趁此机会
专访熊亭玉，请她分享关于亲子阅读
和孩子写作的话题，以饕读者、家长。

放下审视和评判
让孩子勇于表达自我

熊亭玉除了译者的身份，还是一
位初中孩子的妈妈，因此，熊亭玉和笔
者聊起很多亲子话题。小时候，熊亭
玉带儿子去贵州旅行，路上遇见了一
片绿油油的稻田，儿子听到牛的叫声，
像极了动画片里“龙猫”的叫声，因此
颇感兴趣。儿子问熊亭玉这里有没有

“龙猫”。熊亭玉也打趣道：可能有吧！
对生活感性的观察，对于熊亭玉

的儿子而言是一闪而过的，他有自己
的角度，他更喜欢事实和逻辑。熊亭
玉发现儿子会朝着理性的思维去思
考，他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少，硬挤也拿
不出。

无论是哪种观察生活的方式，在
熊亭玉看来，写作最关键是有感而发：

“应试作文题目用到小孩身上常常都
是无感而发，所以孩子就是泛泛而谈，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写他真正想写的东
西。只是孩子有感而发的内容可能不
一定是家长希望看到的，这个时候家
长可能要压制住想批判的情绪。”

写作是无限思辨的游戏，没有唯
一答案。也许会有一定的素材，也许
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只要善于观察、

善于思考，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同样可以写出令自己信服的文章。

熊亭玉觉得孩子有时可以做到有
感而发的写作，而家长往往很难做到
不评判：“关于书写孩子自身如何不高
兴，我觉得孩子们肯定也有很多自己
的想法。但是他写不悦，写烦躁，写

‘培训班好烦，我不想学了’，写他们真
实校园生活的喜怒哀乐，父母到底是
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否允许他这样
写？这对家长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你会不会焦虑？能不能接受孩子的真
情实感？”熊亭玉指出。我们常说“真
善美”，“真”是首要的，失去了“真”，一
切无从谈起。孩子笔下表达真实的自
己，和家长理想中的孩子可能是不同
的，甚至有些负面情绪。

当我们允许孩子有感而发，用真
情实感去写作时，写作就不再是应付
考试，灵感来的时候也不需试图抓住
它，把灵感的头强行按到写作的粮草
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
字里行间的每一个细节。如同握着一
根真情实感点燃的火柴。熄灭之后，
你心存感激，为无边黑暗里有过鲜艳
的那点火焰。

亲子阅读是情感的纽带
陪伴是孩子成长的最大底气

快的特性，呈现在阅读中也是如
此，儿子扫读之后会错过很多细节，熊
亭玉需要让他慢下来：“建议最开始的
时候读出声来，就是强行的速度慢下
来，而且他读出声来，你就会从他的声
音当中去感受到他到底听没听懂。”

亲子共读可以滋养孩子心灵，也
是情感的枢纽。家长不一定非要严格
按照书本，一页一页读给孩子听，可以
随意停留在哪一页，天马行空地“编
造”各种各样的故事。

熊亭玉分享起自己与孩子的故
事。熊亭玉会随心所欲地编一些故事
给孩子听，因为儿子小时候的兴趣点
比较特别，喜欢风扇、路灯、电梯、地铁
之类的东西。适合他阅读的故事就比
较少，儿子和别的孩子就很难产生共
情。

每个孩子都会有差异，遇见孩子
兴趣比较特别的情况，不用强行要求
和别的小孩一样，熊亭玉更多的作为
一个陪伴者，把这些事情都编到故事
里去，陪伴孩子不孤单。“我跟他讲了
很多关于路灯、风扇的故事，我也陪他
去坐电梯，陪他去做环线，后来我发现
其实这种陪伴是有用的。当他喜欢天
文数字时，觉得他会很孤单。我就问
他，我说你们班上有喜欢这个数字的
同学吗？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觉得孤
单吗？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
得很浪漫，他说脑子问了一个问题，心
就回答了。你在陪伴当中让他觉得他
是有价值的，他喜欢的东西是值得喜
欢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从阅读当
中获得什么更重要。”熊亭玉说。

害怕和哭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在一次次困境中磨砺勇气

《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
橱》让孩子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收
获敢于冒险的勇气。那如何让孩子更
勇敢，创造适当冒险的体验呢？

对此，熊亭玉说：“培养孩子勇气
就像我们提倡苦难教育一样，特意让
孩子去吃苦锻炼，他反而没有那种真
正的感受。而孩子日常生活就蕴含冒
险的机会，每一件害怕的事情，他非要
做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冒险。
家长让孩子去一点一点做他害怕的事
情，虽然他害怕但是他也能做到，孩子
就慢慢变得勇敢了。”

熊亭玉表示，每个孩子都会害怕
单独睡觉，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过程：

“孩子刚开始睡的时候，我就说妈妈先
陪你半个小时，等你睡着了妈妈才
走。这时候你一定要守信用，一定是
孩子睡着了，你才走。然后说你不用
担心，晚上醒了，一叫妈妈就在，那么
他醒来之后，他一叫我肯定马上就过
去陪他，然后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怕
的了。孩子可能通过几个月过渡，就
不需要你陪伴了，这就是冒险，做他真
正害怕的事情就是冒险。”

熊亭玉强调，在《纳尼亚传奇》中
小男孩彼得遇见战斗往前冲，保护了
别人，事后还是会哭泣，并不是因为
胆小，只是情绪的释放，勇敢的人也
有害怕和哭泣的权利。勇敢也不是
纸上谈兵，是在一次次的困境中一点
点地磨炼出来的。害怕和哭泣是成
长的必经之路，否定了孩子害怕和哭
泣的权利，也就是否定了他们真正的
成长。

熊亭玉做客作家榜签售会。
李梦琳 摄

重庆邮电大学工业物联网与自动
化教师团队是由重庆邮电大学王平教
授领衔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主要
成员包括自动化学院43名各梯队成
员。

近年来，重庆邮电大学工业物联
网与自动化教师团队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坚持立德树人，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形成了“自动同
心、其力断金，自动齐心、求实创新”的
协同创新文化，构筑了一道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青春风景线，荣获第三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
团队传承重邮“通信报国”红色基

因，弘扬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
之心投身教育事业的高尚品格，恪守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坚定信念，坚
持师德师风“四个统一”，争做“四有”

好老师。王恒教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学院成为重庆市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

该团队坚持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
并重，实施“创新平台、科研项目、研发
成果、标准规范、国际合作”五位一体
反哺人才培养，让学生在“体验中激发
学习兴趣、实践中培养集体意识、创新
中彰显个人天赋”，注重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团队意识和踏实严谨、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3个专业成为国家级一
流专业、2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
牵头建设“重庆市人工智能+智能汽
车学科群”，控制学科成为重庆市一流
学科，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进入全球前
百名。

团队锐意创新、敢为人先，拥有领
跑引跑的追梦人情怀，牵头国家重大

重点项目11项，突破了精确时间同
步、确定性调度等工业物联网核心技
术瓶颈，研制出全球首款工业物联网
核心芯片，形成从芯片、协议、网络、设
备、标准等系列自主可控成果，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20余项。主导制定9项
国际标准，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被英
国、澳大利亚等6国直接采标应用，向
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的重要策源地。

团队建成了国家地方联合实验
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立了“教育部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重
庆市重点科普基地”“中国自动化学会
科普教育基地”“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
普基地”等科普基地；团队中有4位青
年教师成长为国家级人才，形成特色

鲜明的一流教师队伍。
团队教师在教学、科研以及管理

工作中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勇于创
新。团队负责人王平教授无私奉献、
治学严谨、为人师表，获得全国优秀教
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
号，被中国科协聘任为第六批全国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先后荣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牵
头建成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近年来，经王平教师团队成员指
导，先后有 150 余人次获得“互联
网+”、挑战杯、机器人大赛等赛事的
全国奖，涌现出“全国先进班集体”“造
血干细胞捐献英雄”“抗疫先锋”“重庆
市向上向善好青年”，培养出省级“劳
动模范”和“技术能手”。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工业物联网与自动化教师团队：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本报讯（记者 彭洋）10月10日,
重庆科技小记者走进江津区滨江四牌
坊小学校,为该校“三公里科教文化圈”
增彩助力。

活动现场，重庆科技融媒体中心为
江津区滨江四牌坊小学校“重庆科技小
记者”项目基地校授牌。

该校首批45名科技小记者庄严宣
誓：“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身
素质，认真传承科学精神，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同时为小记者颁
发了“科技小记者证”。

“我校成为科技小记者站，为同学
们提供了一个叩问科学之门的机会。”
江津区滨江四牌坊小学校校长曹果现
场向同学们送上寄语，希望同学们积极
寻找开启科学之门的“钥匙”，树立科学
理想，形成科学态度，养成科学习惯，做

一个善于思考、乐于尝试、敢于创造的
“融和”少年。

学校长期以来以“融”为核心理念，
创办融和教育，以“三公里为半径”拓展

“校馆、家校、校地、校社、校企”互动空
间，构建学校“三公里科教文化圈”。曹
果校长介绍：“我们联合学校附近的社
区、科技馆、图书馆、企业等单位，每学
期均开展多场‘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
活动，让学生去体验、学习科学知识。

‘重庆科技小记者’项目基地启动后，将
进一步丰富我校的科教资源，我校的科
技文化氛围会更加浓厚。”

助力“三公里科教文化圈”

重庆科技小记者走进江津区滨江四牌坊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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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供图重庆邮电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