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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含苞待放的花
朵，需要细心呵护。在今年六一国
际儿童节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
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的意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
罪，司法机关再次强调“零容忍”。
对备受关注的利用网络“隔空猥亵”
等特殊情形，“两高”《解释》也明确
了定罪处罚的法律适用标准。
针对未成年人的“隔空猥亵”案

近年来多发，成为伴随移动互联网
衍生出的严重社会问题。所谓“隔
空猥亵”，是行为人为满足性刺激等
目的，通过互联网，以“交友”“招募”
名义，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
聊”或发送裸照、视频等进行猥亵的
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隔空猥亵”行为相关行为

人、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直接
的身体接触，如果不是被害人主动
报案，很难被发现。不仅调查和取
证存在难度，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
把握此前也无定论。此次“两高”
《解释》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不但对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来自网络的性侵
犯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加强网
络空间的规范和监管。
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案件具有

极高的隐蔽性，被抓到的犯罪嫌疑
人很大程度上只是“冰山一角”。除
了统一司法认识外，更离不开家长、
学校、网络平台等多方联手为孩子
竖起防护墙。
未成年人对网络对面的人缺乏

甄别能力，家长有责任教会孩子如
何在网络世界里识别潜在的危险，
提醒孩子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
生人，经常关注孩子在网上的动
向。帮助孩子进行隐私设置，确保他们的个人信
息保持私密，他们不要在互联网上共享过多的个
人照片和详细信息。同时，对孩子开展适时的性
教育，要让孩子明白保护身体隐私的重要性，无论
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世界里，都要对他人有
“边界感”，拒绝任何人的不合理要求。
“隔空猥亵”案件一旦发生，受到伤害的孩子通

常不会和家长主动倾诉，他们更倾向于在网上寻求
帮助。家长只有经常保持与孩子有共同话题，孩
子才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也才能真正掌握孩子
的社交状态。如果不尝试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就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风险。如果
孩子真的受到侵害，千万不要对孩子过多责备，他
们最需要的恰恰是父母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学校也是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力量。孩

子在校时，教师应密切关注他们的动态，教育、引
导、监督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树立正确的网
络世界观，主动抵御网络不良信息。一旦遇到“隔
空猥亵”，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此外，网络
平台也应尽到社会责任，无论是聊天软件还是直
播平台，建立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制止有关未
成年人的色情淫秽信息在网络传播，为未成年人
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空间。
或许有家长会认为“隔空猥亵”离自己的孩子

很远，网上发生的都是个案。现实中，往往正是因
为不重视，家庭监管缺位、性教育缺失，让还不懂
得自我保护的孩子沉迷网络，让“罪恶之手”有了
可乘之机。据统计，在我国10亿网民中，有1.91

亿未成年网民，那只“罪恶之手”可能在任何时候
穿过网络伸向任何一个孩子。遏制“隔空猥亵”犯
罪是家长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只有
各尽其责、才能更好地呵护每一朵小花茁壮成长。

7岁的袁艺宸是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黄

浦梅溪小学一（2）班的学生。论学习，她不是

班上最拔尖的；论性格，安安静静的，见到

陌生人还有些怯生生。但是，这并不妨碍

同学和老师把票数都投给她，让她于昨日

在校儿童节活动上和五年级小姐姐叶梓夏

一起接受表扬。为她俩赢得荣誉的，是一

项算不上特长的特长——“理东西”。

这是梅溪小学首届“和厚好少年”评

选，除了两名“整洁小当家”，另有8名孩子

分别获得“勤奋小书童”“敏捷小健将”“精

熟小艺匠”“正蒙小使者”称号。三年级男

生孙其业是学校大队委员，坚持习武，在上

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上荣获小洪拳金

牌，能量满格的他回到学校，还组建了班级

篮球队；四年级的嵇沁悦对舞蹈兴趣浓厚，

她觉得七级舞蹈证书是对自己7年付出的最好回

报。校长张叶清介绍，“和厚”二字来自100多年前

学校创办人张焕纶先生提出的校训，希望每一名学

子培养兴趣特长，学习能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真学

问。“我们的评选标准并非要求同学们样样出色、全

面拔尖，而是想发掘和展示他们在某一方面的优

点。”张叶清说。

“整洁小当家”看似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对一年

级新生来说，良好的整理收纳习惯会让他们

为人处世都变得有条有理。比如，老师建议

孩子们，每天到校后，按照课表把一天所需要

的课本放在课桌一边，上完一门课就把相关

书本放进桌肚。有些孩子能和袁艺宸一样，

保持桌面桌肚整齐，但也有孩子不仅桌面上

堆满，放不下了还往地上扔。“虽然他们现在

看上去成绩不错，但如果做事更有规划、更有

条理，应该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班主任卢老

师说，不少桌肚乱糟糟的孩子，答题时漏题、

漏看题目要求是常事，老师看了都觉得可惜。

“很多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点到面，一个人

的成长也是如此。希望大家先在某一方面培

养自己的特长和优点，然后不断向其他方面

拓展。这样的话，一个长处就会变成两个、三

个甚至四个。随着身上闪光点越来越多，你

一定会比之前的自己更加优秀。”颁奖仪式

上，张叶清对孩子们如是说。而之所以选择

在儿童节颁奖，是希望孩子们明白，童年“被

关爱”的他们，长大后要让自己有能力“爱别

人”“担责任”。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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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的申城，成为沉浸式的青少年

科学“欢乐城”，为青少年们精心设计的一场

场科学体验活动遍地开花。在这些沉浸式的

科学体验中，科学的种子埋入孩子们心中，孩

子们也茁壮成长成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所需的

科技创新幼苗。

“行走”的少科站
用化学水油相融的“魔法”做一支又香又润

的护手霜，以编程模块和机械器件搭娃娃机灵

活抓潮玩，用专业设备观测太阳黑子的神奇活

动……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六一“行走”起来

了，联合10个杨浦初中星级社团，在杨浦区少

年宫雏鹰广场带来一场涵盖人文社科、机械工

程、化学、天文、编程等多领域的科学嘉年华。

推动遥感，小抓斗行动起来，移动、下降、

抓！小玩具到手。“你看，这是舵机、这是电机，

有了它们的配合才能让机械爪听话地工作。”铁

岭中学的科创少年在摊位上当起小老师和小助

理，帮助小学生萌娃“顾客”体验创智项目。

“创意”的新生活
“我说‘跳舞’，手机里的皮影就随着音乐摇

摆起来了。这是我设计的皮影戏App，为传统

文化插上数字化的翅膀。”今天的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里，上海市少工委主办的上海少年儿

童庆“六一”科创主题活动热热闹闹，申城小囡

们的科学“奇思妙想”在这里碰撞出思维的火

花。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的倪子欣正向前来参

观的长辈们讲解着自己的皮影故事，他在七宝

皮影馆里看到的“台上老艺人热热闹闹，台下观

众冷冷清清”，于是便有了“一种基于语音识别

的皮影表演装置”创新的诞生。

路由器、机顶盒的灯光干扰睡觉？为了解决

这个麻烦，上海市世外小学的张尊凯、梅宇宸、李

欣宜组成“光影小队”设计出一款“低碳卫士——

一款家用电器节能装置”，有了这样的装置，人们

可以躺在床上用手机App对家用电器进行开关控

制，既能节约用电，也可以减少光污染。这个小发

明近日亮相徐汇区第36届青少年科技节。

“野外”的自然秀
“快闪表演秀”拉开活动序幕，在悠扬的弹

唱声中，尤克里里与吉他让观众回到童年时

光。在嗨翻全场的“恐龙舞会”中，观众们跟随

着“恐龙”们一起舞动……今天的自博馆里，以

“野孩子/yeahkids”为主线，汇聚了“自然博物

馆学校”“青少年科学诠释者”“一平米博物馆”

“自博探秘资源包”等诸多馆内原创教育品牌，

“探究课程”推出与野孩子科普动画内容相结合

的六一限定活动——“条纹和点点的秘密”，参

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利用生活常见材料探索动物

条纹和斑点的秘密，一个个纸盘豹、斑马灯的创

意手工在大家手中诞生。

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看

来，孩子们对于科技活动的参与热情持续增长，

令人欣慰。但青少年科学素养、科学探究能力

的提升需要多年积累，更需要家、校、社会共同

营造氛围和条件。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易蓉 马亚宁

今天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在的申城小囡热爱什么？科学
成为孩子们的“心头好”，科学的魅力让他们不断迸发出好奇心，引
导他们探索世界的奇妙。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上海中小学生科创项目的参与率持续

增高，在刚结束没多久的第38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总
体申报总数比上一届增加上千项，以徐汇区为例，在青少年创新成
果板块，申报项目数同比去年增长25%。不仅少年儿童科创参与度
越来越高，每年还涌现出了不少科学牛娃，光是上海少年科学院，20
年来就已为上海培养了234名红领巾“小院士”。
这样的科创热情，得益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共同的呵护。三

者联手正在为爱思考、爱创造的孩子们创造一个“科学友好”城市。

▲

学生们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敢问 敢想 敢等 科学已成孩子们“心头好”
申城中小学生科创 项目参与率正持续增高

庆六一，一场场沉浸式的科学体验在申城上演

一年级小学生 擅长“理东西”受表扬

声控皮影跳舞 观测太阳黑子

■ 今天上午，杨浦区少年宫雏鹰广场迎来科学嘉年华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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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有各自的奇思妙想，他们获得各自不同的荣

誉：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奖、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优秀小研究员。记者从这

些科学牛娃的科创成长经历中发现，“科学大脑”的养成

大抵相似——敢问、敢想、敢等。

敢问
始终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在日前举行的第38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上，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四年级学生吴忧从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陈赛娟的手中接过

了大赛最高奖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奖。这已

经是吴忧第二次夺得该项大奖。谈及科创经历，吴忧说，

自己就是一个“为什么”小孩。“书看得越多，我脑中的‘为

什么’就从一个为什么分裂成了更多的为什么。”

渐渐地，她从不断问“为什么”，变成解决“为什

么”。在她7岁生日时，收到了爸爸送的生日礼物——蚂

蚁工坊。在观察中，她就不停思考：“为什么不同巢的蚂

蚁不能和平共处？”于是，她试着帮助蚂蚁“化敌为友”，

但却遭遇了多次的失败。最终在十几个失败方案和多次

请教专家后，她终于完成了《化敌为友——日本弓背蚁

的敌对行为观察和分析》项目，获得了第36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创新成果一等奖，以及科协主席奖的荣誉。

“这次经历给了我激励和勇气，让我见识到原来还有那

么多和我一样热爱科学、喜欢研究的同龄人。于是我继

续用好奇心打量这个世界。”

今年，她又将好奇心放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食物

上。她从迷迭香中提取浸提液，研究它是否会给香蕉、苹

果、蓝莓常见水果起到保鲜作用。反复地提取、喷洒、观

察，不停地失败，但并没有让她气馁。最终因为这个课题

拿下了第3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新成果一等奖。

“回看进入小学以来体验探究的这些创新项目，或

许它们和真正的科学发明还有很大的距离，却让我从中

学习到很多新颖有趣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吴忧说，

她只是许多好奇孩子中的一个，她获得的成果要归功于

爸爸妈妈们从没对她稀奇古怪的“为什么”大惊小怪，学

校和少科站对她用科学手段解决“为什么”的鼓励。“最

重要的是，在创新探究过程中遇到挫折时，我没有想过

放弃，用自己的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用一颗恒心去打开

科技创新的大门。”

敢想
生活中的科创更容易起步

旋转、抬腿、点冰、起跳、落冰……一气呵成，这一花

样滑冰中难度较大的后外点冰跳如何能更稳更优雅，有

没有办法能“测出来”？上海市铁岭中学范米拉热爱花

样滑冰，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在花滑少女心里

转化成了一个科学问题。“因为喜欢滑冰，在练习转跳时

就想，要做一个装置帮助滑冰初学者正确学习后外点冰

跳，以减少不规范的练习给初学者带来的伤害。”范米拉

的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她翻阅文献，查看专业视

频，研究现状，于是就有了《冰上的力和美》课题。周末

训练结束之后就是“实验时间”，范米拉在腿上绑上加速

度传感器，就摆腿幅度的不同，起跳力度的不同，测量记

录后外点冰跳的数据，再用视频分析抬腿角度、飞跃高

度和飞行距离。这些数据令她发现抬腿角度大时，点冰

的加速度大，起跳的加速度大，点冰旋转脚踝、起跳时

膝盖用力情况决定跳跃的协调性、连贯性和美感。

从生活里萌生的好奇问题，变成科学探究小课题，

再通过学习、实验寻找答案，这已经是范米拉生活的一

部分。“隔夜茶能不能喝”“食物卡路里对人的影响”“冷

水结冰快，还是热水结冰快”从六年级开始，范米拉就在

学校的科创课程里通过一个个身边的话题，走进科学探

究的天地。“范米拉从爱好出发，能细心观察和发现问

题，更重要的是用行动去尝试解决。她愿意付出、能坚

持反复重复枯燥的实验操作，遇到困难努力寻找解决方

法。”铁岭中学科技辅导员叶又佳说。

初中这几年，在兴趣和成就感的驱动下，范米拉几

乎不错过每一次科创活动，除了科学素养和科创能力的

提升外，这个曾经害羞胆怯的女孩，在一次次答辩中展

现出从容自信，也取得了诸多荣誉——她获评2021年度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优秀小研究员，研究成果在第

36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奖等。

敢等
科学探究不是一蹴而就的

夏天来了，许多马路上，上海主要的行道树悬铃木

变得郁郁葱葱，给人带来荫凉。然

而，行色匆匆的人们肯定没想到，悬

铃木的叶子居然也可以成为科学研

究的对象。今天刚获得上海科学院

小院士称号的上海市民办宏星小学

五年级学生杜若菲将悬铃木落叶漂

白后碾磨成粉，制作成了透明隔热

的环保薄膜。这样的研究源于她

2018年一场去新疆的家庭旅行：她

在野外发现杨树下格外凉快，生出

了探究树叶隔热功能的念头。

从提出问题到不断研究，杜若

菲的树叶项目陆陆续续坚持了5

年：“我发现了在新疆杨树下格外凉

快的现象后，又思考了许多，隔年才

利用浴霸灯证明了多种树叶具有很

强的红外线阻隔能力。又过了一

年，我发现广泛分布的悬铃木树叶

也具有较强的红外反射能力，通过

研磨、分散制备细粉（落叶回收再利

用）并与树脂复合即可制备成高性

能的柔性红外反射隔热薄膜；今年，

我又发现用家用84消毒液可以对悬

铃木落叶叶片进行漂白，使得隔热

薄膜同时反射红外和可见光，起到

更好的隔热效果。”

也有科创比赛的评委曾问杜若

菲：为什么要连续多年做同一个项目？她回答，研究从

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科学研究很有趣，但也要经历寂

寞。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学会等待很重要。”这也是同

样身为科研人员的杜爸爸身体力行给杜若菲传输的科

学信念。在杜爸爸看来，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同样需要

一颗会等待的平常心。教师家庭出身的杜若菲从小就

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她被爸爸带着“偷听”过很多

讲座和研究生答辩，也喜欢搬个小板凳，听爸爸备《普通

物理》的课。识字后，她更是翻遍了家里和爸爸办公室

里几百册书籍，而杜爸爸也时常会在餐桌上给她科普各学

科有意思的论文发现。杜爸爸说，尽管一开始杜若菲似懂

非懂，但在享受思考和讨论科学的过程中，她渐渐对科学

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总能从司空见惯的日常里发现

一些成人都没留意到的事。“无论是三年磨一个项目，还

是从小细水长流的科学知识普及，都需要静等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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