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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炯

强）昨天是周日，复旦大学

邯郸校区教学楼前热闹非

凡。上海 75所中学的

1000名高中生走进复旦

课堂，与复旦教授面对面

学习交流。“周末学堂——

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

修计划”第三期开课。今

年的复旦周末学堂另有江

苏、浙江63所高中的405

名高中生通过线上方式参

与。

复旦大学于2021年3

月推出首期“周末学堂

——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

中先修计划”，第二期于

2022年推出并顺利结业。

周末学堂旨在连接高

中和大学教育，加强基础

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前置

优质教育资源，汇集一批

对此有志向、有兴趣的高

中学生。据了解，周末学

堂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语

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

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科学、微电子、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等，门门是精

品。记者注意到，昨天的

课程包括陈世耀教授的

“临床医学探秘”、杜晓帆

教授的“文化遗产与人的

发展”、马余刚院士的“核

科学与技术前沿课堂”。

马余刚院士介绍，今年以来，社会上掀起

科幻热潮，《三体》《流浪地球2》等影视作品

其实都与核科技相关，诸如对撞机、星际发动

机等，都是核科学技术未来的延伸领域。他

的课堂便由此展开。考虑到高一学生专业知

识尚不足，课程主要以图片、视频形式激发学

生的兴趣。交流不只在课堂，马余刚院士建

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日定时回答群内同学们

的问题。

每年复旦大学发布周末学堂计划后，总

有很多家长关心此举是否与今后学校的招生

相关联。对此，学校曾明确，这个计划就是让

孩子学有余力时，愿意和复旦大学的教授在

学科、学术上对话和交流。复旦大学的大门

对这些学生敞开。

修读周末学堂课程的学生可在周末走入

复旦大学，按照课程内容的安排，参加两学期

的学习。除此之外，复旦大学还会为参与的

同学开通“周末学堂一卡通”，学生可以自由

享受图书馆资源，尝遍各大食堂美食，提前体

验丰富的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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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少不了体育
欧阳宋佳是建平香梅中学初三年级的体

育教师，开学后不时有学生向她提出，每周3

节体育课和2节体锻课太少了，希望每天再多

些体育活动时间。“按市里的要求，我们前两

周的体育课是以室内活动为主，做些太极、八

段锦等，基本上以原地运动为主，目的是让同

学们静下心来。”她说，过些日子就要把学生

带到操场上了，但也是组织开展一些诸如队

列操、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对于身体还比

较虚弱的学生，则建议他们多走出教室，即便

是晒晒太阳、在操场上走几圈也是好的。

初三（5）班的体育委员王家宝表示，现在

是中考备考的冲刺阶段，虽然学习很紧张，但

全班同学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也喜欢上音

乐课。他说：“每周六下午，我会抽出一个小

时，和爸爸一起去体育公园里打篮球。我知

道班级里有好多同学跟我一样，双休日里会

自觉加练体育。平时吃好晚饭，我也会和妈

妈一起出门散步半个小时，既锻炼了身体，又

可以跟妈妈多交流。”

郭先生是一名老师，也是一名初三家长。

他告诉记者，每天女儿放学回家，习惯了在家

跳会儿绳，原本是为了中考体育做准备，现在

虽然考试暂停了，但习惯保留了下来。有时间

的话，全家人还会一起玩一会儿体感游戏。

掌握适宜适度原则
既然体育统测暂停了，那就把体育运动

时间“省”下来去刷题？在徐汇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陈瑾瑜看来，“账”并不

能这么算。“大家都希望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

事情上，而对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是一切的前

提。”陈瑾瑜说，不用准备体育中考，不等于忽

略窗外的阳光和春风，学生反而可以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运动项目。运动过程中分泌的多巴胺帮助孩

子拦截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同时，运动也

能够帮助学生改善人际关系，在运动中结交

伙伴，一起缓解学习疲劳，彼此帮助共迎人生

初考的挑战。“体育不是占用了学习时间，恰

恰相反，体育运动有助于调节孩子的学习状

态，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在陈瑾瑜看来，这

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此外，孩子在运动

过程中培养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抗逆力，能

让他在面对挑战和挫折时更有底气。

闵行区体育教研员冯敏也提出，初三学

生坚持锻炼的习惯养成，不能因体育是否列

入中考科目而改变。不过，考虑到很多同学

的身体还处于康复中，因此锻炼什么、怎么锻

炼、强度如何，都要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

行，循序渐进，掌握好适宜和适度的原则。

当然，也有极少部分学生原本就“怕体

育”，现在或许会“窃喜”在体育课上可以“捣

捣浆糊”了。采访中，有体育教师希望记者认

真提醒这些学生及其家长，本市中考体育总

分是30分，由“日常考核15分”与“统一测试

15分”组成，今年只是暂停统一测试，成绩统

一赋15分。从严格意义上说，由学校赋分的

初中三年《体育与健身》学科考试成绩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综合评定成绩，是不是

一定赋足15分，同学们切莫“想当然”，还是要

认真上课。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今年中考暂停体育统测，初三学生锻炼愿望却不减反增

“老师，我们能多上点体育课吗？”

▲ 课后，学生参观鱼类标本馆

▲ 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楼内，水产与生命学院教
授钟俊生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今年上海中考暂停体育统一考试。没想到的是，十多年的中考体育已经产生
了“惯性”，甚至被许多初中生视为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然间不考了，很多同学
还觉得有些不适应，有的主动向学校提出体育课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为体育已
是他们最爱的学科之一。

线下教学，“师傅领进门”有了实感
特写

“鱼类学这门课，可不是听老师讲讲故

事就好。要动手自己画，也要走进实验室

解剖加深了解。”一大早，在位于临港的上

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钟俊生

早早走进教室，准备好课件来迎接许久未

见的学生。

“如鱼得水”是钟俊生开学一周来的感

受，也是这所以海洋、水产闻名的高校在新

学期按照校历全面恢复线下教学、科研、实

习等活动以来最形象的写照。

绘鱼图
“鱼类学是由形态学、分类学和生态学

组成。鱼类分类的传统方法主要采用鱼类

形态法，这是分类的基础。上课的时候，我

会画出鱼的分类特征，也希望学生能按照我

画的来画一个，做好笔记，有益于掌握鱼类

学知识。”钟俊生告诉记者，前几个学期，由

于线上教学，无法看到学生画的情况，而要

求掌握特征又恰恰是这门课的关键点，因此

鱼类学在线上教学时遇到不少局限。

回归校园，站在熟悉的黑板面前，钟俊

生信手拈来，一口气“画”满了整面黑板。三

两笔，软骨鱼类的鲨鱼和硬骨鱼类的鲤鱼就

展现在学生眼前，栩栩如生。

“这里是鱼的背鳍，这一条是鱼的侧线，

侧线上鳞就是从背鳍起点处一片鳞斜数到

侧线鳞的一行鳞，这可是鱼类分类上的重要

依据。”钟俊生边画边解释，不一会儿，鱼就

在平面上被“解剖”了。餐厅里，如何区分上

桌的是大黄鱼还是小黄鱼？钟老师告诉大

家，侧线上鳞就能“自证”——小黄鱼的侧线

上鳞为五六片，大黄鱼则有八九片。

老师在黑板上画，学生也在白纸上跟着

画。钟俊生走下讲台，一一指导学生的笔

记：“你画的鱼鳍位置不太对，比较靠后了，

按照鱼类分类地位的高低，它应该更往前。

课后你可以到鱼类标本馆再看看。”

看标本
“终于不是面对屏幕上冰冷的文字了。”

张晓雯是该校海洋生物专业的大二学生，课

后走进了鱼类标本馆，“钟老师要求我们在

上课前先到这里来‘预习’一下，课后再来

‘复习’一下，说这样才能感受到鱼类分类的

魅力所在”。由于之前都是线上上课，这门

课的“实地观摩”到今天才得以完成，看着眼

前装满标本的玻璃瓶，张晓雯仿佛看到了老

一辈鱼类学家躬身耕耘的身影。

上海海洋大学鱼类标本馆由著名鱼类

学家朱元鼎创建，目前拥有标本2000多种，

是国内品种最多、最全的鱼类标本馆之一。

除了各式鱼类标本，最吸引学生们的是一张

张泛黄的图纸，画纸上的鱼儿呼之欲出。

“老一辈的鱼类学家的科研条件有限，

相机也没法完全记录鱼的形状特征，所以他

们大多采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记录特征时

求全求真，测量长度、计算比例，甚至连鳞片

数、分布密度都要一一对应。”钟俊生介绍。

一张张鱼图不仅体现了精湛的绘画技艺，还

在潜移默化间向年轻人传递着严谨的科学

态度。

做实验
“鱼类学也包括实验课，过去几个学期，

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教学，现在可以手把手

地教学生了。课堂上讲的鱼类特征，学生可

能学到了，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线下实

验课就可以帮他们解开疑惑。”钟俊生说。

绘图、观测标本、解剖……在线下课堂，“师

傅领进门”的满满仪式感回来了，大学生们

也将在菁菁校园里获得鱼类学科研的启蒙。

学校教务处处长曹守启介绍，学校已有

序完成线上线下教学工作的衔接，整个校园

全面恢复线下教学。本学期计划课程约

2500门次，其中本科必修课程1600多门次，

共涉及870多名任课教师。学生选课、学籍

注册、转专业、专业补缓考、英语四六级加考

等工作都在逐步有序进行中。学校还利用

新生入学教育、主题班会等，组织开展主题

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和文

化活动，同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帮助学生

尽快回归校园。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