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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5

    每个幼儿是否都按时来园，体温等健康

状态如何？每天户外活动是不是能达到 2小
时，究竟有没有起到科学锻炼的效果？……

在上海，这些数据都能在智能设备、“互联
网+”等技术手段的帮助下，及时有效地采

集，并为上海小囡的科学育儿“联手”探索一
条转型之路，为孩子们的金色童年增添数字

化色彩。
今天上午，记者从上海市教委新闻通气

会了解到，未来，上海学前教育将打造智能晨
检、近视防控、健康运动、膳食营养、科学保

教、家园共育等多个数字化转型场景，打通数

据壁垒，推动跨部门协作，实现学前教育的普
惠、优质、安全。

■ 场景一 幼儿入园招生全程网办
每年到了入园季节，家长们都会有很多

的小问号：家门口有哪些幼儿园？招生政策哪
里找？从登记到录取要做多少件事？要准备什

么材料？……未来，这些小问题都能“一网解
答”。“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及

各区入园报名平台正在升级迭代，到 2022

年，在统一登记报名的基础上，家长可直接使

用电子证照完成登记和报名，实现一次填写
数据共享、数据统一管理分析。这套系统还支

持入园招生工作的全程帮办、全程网办，“预
测→登记→报名→录取→统计”全流程的即

时监测，提供入园压力预警、入园招生咨询智
能人工客服等。

■ 场景二 幼儿来离园智能管理

传统模式下，托幼机构的晨检考勤数据
难以归集，无法及时分析当日考勤情况、病事

假原因分布情况，不能有效地支持保教工作
的客观研判。上海正在建设“幼儿来离园智能

管理”应用场景，应用无感测温、智能考勤等
技术，采集幼儿来离园数据，逐步推进本市幼

儿园 100%应用智能考勤，实现市、区相关平
台数据的互联互通。这一场景下，全市在园幼

儿出勤动态、病事假情况动态及早离园原因
分布都能可视化呈现，并及时发出预警，为幼

儿健康成长护航。
■ 场景三 幼儿在园户外活动监测

上海将借助客流眼分析系统，掌握幼儿

室内及室外活动时间，了解幼儿每天 2小时

户外活动时间达成情况。运用智能鞋环、徽
章、臂环等穿戴式多功能设备及其监测分析

系统，进行幼儿智能化运动轨迹监控，结合儿
童视力、身高、体重等数据的个性量化分析，

了解幼儿户外运动状况及其体质体能健康状
况，支持幼儿更科学地开展运动。

■ 场景四 幼儿健康常态监测

未来，上海的“园园通”会对接大数据中
心，动态汇集、安全共享本市在园幼儿体检、

体质体能、生长发育评价等健康数据。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进行

深度数据挖掘，实时监测全市幼儿双超率（身
高和体重）、视力不良率、龋齿发生率等重点

健康指标，动态掌握幼儿生长发育、体质体能
等身心发展状况。

■ 场景五 托育服务随心查

“育之有道”App即将上线“托育服务随
心查”服务。这项服务专供本市 3岁以下幼儿

家庭，支持家长随时查找托育服务场所。全市
1089所托育机构（包括公民办幼儿园开办的

托班）均可在“随心查”上一站查询。与此同

时，也方便有志于办托育机构的个人及企事
业单位了解市场动态。

■ 场景六 科学育儿服务随身享
上海小囡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就能享受

上海的科学育儿服务。上海将依托“园园通”

与大数据中心开展跨部门合作，充实随申办
中的“出生一件事”服务，发现并告知有指导

服务需要的适龄婴幼儿家庭，提供科学育儿
的线上线下服务。“育之有道”App将推出一

站享用的智能化专家讲堂互动直播间，完善

“15分钟生活圈”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搜索及地
图导航系统等。

■ 场景七 课程通“备课助手”

课程通“备课助手”场景会依托“幼儿园
课程实施支持系统”资源库，支持教师在线、

离线进行活动设计及组织活动实施，满足不
同能力素养水平的教师在不同层面上的使用

需求。目前，资源库内已经有万余件优质课程
资源，为教师日常保教提质、减负、增效。

本报记者 马丹

公园植入艺术
此次签约主要包含三类战略合作协议。第

一类为公园功能主题创意设计，基于公园本底
特色，因地制宜地整合美术、绘画、媒体设计以

及动画设计等专业资源，植入艺术元素，打造
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化公园。

试点的合作单位包括上海大学和人民公

园、复兴公园、静安雕塑公园，上海大学将为 3

座公园量身打造特色场景，设计功能主题拓展

方案，树立样板典型，形成辐射效应。

促进文化融合
第二类为公园功能活动拓展，推动公园文

化品牌打造，促进公园与体育、文化、影视、新

媒体、红色资源等元素有机融合。试点的合作
单位包括中山公园、徐家汇公园、静安公园、浦

江郊野公园、张江艺术公园、世纪公园等各区

区属的 13座公园，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

园与古猗园等市属 3座公园，以及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院校。

比如，上海戏剧学院就将与静安公园、浦

江郊野公园、东安公园联手，打造具有文化影
视特色的公园。“上戏昌林路校区与浦江郊野

公园仅一路之隔，双方希望以电影和新媒体为
特色打造主题公园，比如举办沉浸式演出、探

索‘国际青年电影节’活动、建设实景互动式电
影取景基地等。目前，上戏的《寻找第十二人》

话剧已经在公园演了好几场了。”上海戏剧学

院党委书记谢巍表示。

“院校与公园合作，对公园来说能增加文
化元素、艺术特色，让市民在游园休憩的同时

感受艺术之美和人文熏陶。对学校来说能发挥
专业学科的优势，同时师生也有了社会实践的

平台，是多赢的合作。”谢巍说。

打造“网红”校园
第三类为打造美丽校园，建立联动机制，促

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构建“公园+特色”和“公

园式校园”（美丽校园建设）相融合的公园城市
体系。试点的合作单位包括长宁区、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大学和共青森林公园。绿化部门将借助
技术力量，帮助院校提升绿化景观面貌，让校园

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公园”，打造“网红”校园，为

师生和市民提供更多优美的绿色空间。
据悉，第一批公园功能主题拓展合作项目

将在实践中调整优化区—院校合作模式，辐射
全市公园，加快推进“十四五”千座公园、尤其

是五个新城大型公园绿地中的功能主题拓展。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不刷题”，这是同济大学退

休的物理教授吴於人的抖音号。

用铁锅演示天眼、用扫帚模拟太

空中的宇宙射线……“脑洞大开”

的道具，妙趣横生的演示，绘声绘

色的讲解，72岁的吴於人展现了
如何不刷题也能学好物理，百万

粉丝亲切地称她为“吴姥姥”。

享受科学思维的快乐，是吴
於人一贯倡导的理念，这何尝不
是“双减”的初衷呢？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目的是
让每个孩子都能宽松健康成长。 减掉了

孩子无形的心理压力与焦虑， 就增加了
孩子学习的活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所接触
到的许多学科知识与原理， 不少是源于

日常生活，它们本来是应该鲜活生动的。

对于老师来说， 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
力， 就要让他们从心底感受到知识的魅

力。 如果牺牲了教育应有的趣味性和探
索性，使其变得特别功利和僵化，老师不

断地总结模板和答题套路， 重复地刷题
再刷题， 结果只能是让学生们深陷做不

出题的恐慌，使他们害怕学习。

骆驼吃仙人掌不怕扎嘴吗？ 人在太

空会不会马上冻僵？ 宇宙中含量最高的
元素是什么？ 这样“天马行空”的问题都

能在短视频上找到答案。据统计，在过去
一年中， 有 7亿人次点赞了抖音上的自

然科普短视频。这也提醒我们，“双减”不
仅要做好刷题的“减法”，更要做好学习

兴趣的“加法”，让孩子对教育产生真正
的、持续性的好奇心。 在义务教育阶段，

许多孩子还没有形成思维定势， 很多时
候一点就通，只要良好地启发和引导，他

们就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

“双减”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

的事。 像吴姥姥在短视频中一两分钟就
能把一则物理知识讲明白， 其背后是她

“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孜孜追求。 “双减”

之后，家长不仅仅是受影响者，更应是主

动的参与者、创造者，以更高品质的家庭

学习配合学校教育， 为不刷题的孩子营
造出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刷题， 不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不刷
题，才是学习该有的样子。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陆梓华)陶依嘉、吴尔

愉、朱蕙娟……昨天，当 18位来自上海市各
系统的“劳动明星”齐刷刷在上海市商贸旅游

学校的舞台上亮相时，除了获颁成长导师证
书，更收获了全场的掌声。延续了十多年来的

传统，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新一轮“劳模工匠
报告团”“校友讲师团”正式成立了。

2010年 3月，在黄浦区总工会和南京东

路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首轮“商旅劳模讲师
团”正式成立，10位全国劳动模范主要来自

南京路步行街商圈。校长冯燕飞介绍，11年
来，学校坚持开展“与劳模面对面”活动，邀请

劳模参加“感动商旅”等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把思想道德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及职业精神
教育相融合，让学生们学有榜样，引有力量，

也使劳模们成为了学生品德修养、专业学习
的引路人。新一轮“劳模工匠报告团”则将阵

容扩充到 18人，涵盖现代服务业的各个领
域，他们中，有全国劳动模范、市级劳动模范、

“大国工匠”和“上海工匠”，都是在平凡岗位

上作出不凡贡献的最美劳动者。

    日前，上海首个“凤凰驿站”在金山区龙泉港公园正式启动，该驿站是上海凤凰集团为少

年儿童打造的共享社区，包括室内 250平方米的休闲空间、室外 950平方米的运动场地，3岁
以上各年龄段用车，包括滑步车、童车、山地车、公路车等一应俱全，为少儿滑步车、青少年骑

行培训以及相关拓展项目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托育地图、智能晨检、运动监测……上海探索转型之路

学前教育将有七大数字场景

“凤凰驿站” 孩子们的共享社区

劳模进中职校
传承工匠精神

19座公园和 8所院校合作打造样板———

公园添特色 校园变“公园”

不
刷
题
方
翔

新民随笔

    “十四五”期间，上海新建改建的
公园，将增加体育、文化、音乐、艺术、
戏曲、红色资源等元素。为此，今天上
午，市绿化市容局、市教委牵头启动
区政府与院校合作公园主题功能拓
展专项行动，7个区 16座公园、3座
市直属公园和 8所院校签订了战略
框架协议，为“公园+特色”模式打造
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