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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蛮难熬的。”“这是一学期里最开

心的一周。”……上海的中小学生将在本周六

进入寒假，对于现在的期末最后一周，竟然出

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家长为接送孩

子而挠头，有孩子为学校丰富多彩的活动雀

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提早“放羊”家长焦心
家长：不去学校吧，怕耽误了什么事；去了

吧，其实也就是坐在教室里跟老师打个照面

按校历安排，很多中小学在上周就结束

了期末考试，这周一般以试卷讲评、学期总结

为主，有些小学低年级孩子，本周上学更是形

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的家长干脆将

学期的最后一周称作“鸡肋周”。因为这周的

5天里，有的一二年级孩子竟“享受”了3天额

外假期，只等周四和周五上午去学校点个卯

就行了。

对不少小学生家长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

接送孩子。据记者了解，这周有些公办小学的

食堂停止了对学生的供餐，学校的教育教学活

动有的是上午11时结束，更早些的，10点多钟

就放学了，学生在校时间仅两个多小时。

“学校在上周初就发了通知，将这周的作

息时间告知了家长，周四去领寒假作业，周五

是结业式。早上8点钟我们送孩子去学校，10

点多就要等在校门口接娃了。”家长陈女士的

孩子上小学二年级，她说最后一周真的很“鸡

肋”，不去学校吧，怕耽误了什么事，去了吧，

其实也就是坐在教室里跟老师打个照面，拉

拉扯扯的话如果并在一起讲，可能都用不了

一个小时。李女士建议，最后一周可以轻松

点，但不应该“放羊”，常规的课程教学任务完

成了，但学校完全可以自主开发音乐、体育、

美术、劳技、科技等校本课程，让孩子在学校

里学得开心、玩得舒心，也让家长在工作岗位

上不用焦心。

研学周里 收获满满
能否变“鸡肋”为“宝藏”，找到一条“就近

取材”的家门口研学路径

既然是列入每学期正常教学时段的最后一

周，有没有办法变“鸡肋”为“宝藏”，让一个学期

的教育教学活动变得更完整、更有成效呢？

今年元旦过后，有关孩子远足旅行的话题

上了热搜。先是广西“小砂糖橘”，后来是云南

“小野生菌”勇闯哈尔滨，这几天一批“江西小

橙子”也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赚足了流量。无

论来自哪里的孩子，他们在寒假前的这番远行

都有一个统一“标志”——研学冬令营。

让孩子在进入正式寒假前来一次跨出校

门、家门甚至城市大门的旅行。这样的研学

活动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增长见

识，培养探索精神和团队意识。然而，跨省

市、长距离的研学，毕竟需要符合相应的教育

管理政策，还需要有一系列保障措施的有效

跟进，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掣肘和瓶颈。那

么，能否找到一条“就近取材”的家门口研学

路径呢？答案是肯定的。

松江区岳阳小学的孩子们，这几天正沉

浸在一次难忘的“研学周”里。孩子们分成好

几路，把课堂搬到了社会，原本的“鸡肋周”一

下子变成了“收获周”。学校组织学生到上海

昊海眼健康产创中心“美视美景视觉健康+艺

术爱眼馆”科普馆进行亲子校外研学活动，一

起探索眼睛的奥秘，听工作人员详细讲解眼

睛的结构、护眼小常识等。地处松江的上海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也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同

学们走进农业实训基地，领略现代农业技术

给生活餐桌带来的变化。在松江区民防科普

馆里，孩子们参观了人民防空、灾害防护等四

个专题展区，学到了如何应对空袭灾难的方

法。在程十发艺术馆里，大师的作品让孩子

感受到了顶级绘画艺术的魅力……岳阳小学

校长张剑说：“同学们在这周的研学活动里收

获良多。研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

有所成。研学，是行走的课堂，是课堂的延

伸，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成长之旅。”

组建小组“拼团”学习
妈妈“拼团”带娃，安排5个五年级女生一

起放学，一起围坐桌旁做《寒假生活》和学校

作业，再一起玩耍

即便是一些下午安排了教育教学活动的

小学，放学时间也普遍比较早，因为相应的课

后延时服务，在最后一周里基本上取消了。

孩子下午两点钟不到就要放学，他们可以去

哪里？把孩子接到家长的单位？让孩子放学

后自行回家？似乎每种方案实施起来都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

前一阵，高安路第一小学的一群五年级

妈妈也没少在群里发愁。“好怀念小时候，大

家成立学习小组，到同学家去边学边玩。”其

中一人的发言，给了大家灵感——如果大家

可以“拼团”带娃就好了。

家长李女士平时工作时间较为灵活。“我

来组织。”她爽气地“接单”，并向公司申请了

居家办公。于是，从本周开始，平日里就很要

好的五个小姐妹，开始了愉快的午后时光。

一起步行回家，一起在小院里玩一会儿，再一

起围坐桌旁，各自做《寒假生活》和当天的学

校作业，做完作业，再一起玩耍。“我以为人一

多会彼此干扰学习状态，没想到‘学习小组’

成员出奇认真，有不懂的题还能互相讨论，

‘联合攻关’。”李女士坦言，曾经担心一群女

孩叽叽喳喳，像家里来了几千只“小鸭子”，结

果，“学习小组”氛围特别好，孩子们的表现超

出了她的预期。李女士自己喜爱阅读，趁着

孩子们难得可以聚在一起的机会，她还制定

了一份寒假亲子共读计划，选取了萧红、郑渊

洁、肖复兴等几位作家的名篇，和孩子们一起

围桌共读，沉浸书香。

第一天当“东道主”，李女士给孩子们准

备了丰盛的小点心。结果，第二天，每个孩子

都带了各种茶点，家里顿时变成了大型“茶话

会”现场。其他爸爸妈妈有的“投喂”外卖饮

料上门，有的接娃时拎来了一大堆水果，还有

家长抢着准备中饭外卖。李女士感慨，遇到

一群理念相近、同样热情待人的育儿伙伴，也

是缘分。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同伴时光。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有的上半天课，有的下午两点不到放学，孩子去哪？谁来接送？

期末“鸡肋周”如何变成“收获周”

本报讯（记者 易蓉）生日不请人吃

饭，也不用贺寿，但是要听优秀学生后辈分

享“一体化健康”研究与教学成果……昨天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90岁生日，这位

“90后”科学家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

楼报告厅乐呵呵地聆听后辈、学生们的科

研努力，欣慰于年轻人在“一健康”领域不

断取得的成绩，“希望年轻人可以踩着我的

肩膀成长！”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社

会作贡献！”11年前的生日，闻玉梅院士、

宁寿葆教授夫妇在复旦大学发起成立“一

健康基金”，并以个人名义捐赠50万元启

动基金，用于奖励在微生物、传染病、公共

卫生、药学等领域为“一体化健康”研究与

教学做出突出成绩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和

教师。

闻玉梅表示，发起成立“一健康基金”

就是为了在中国大力倡导“一体化健康”的

理念，鼓励更多的医科教师和学生开拓跨

学科的视野，主动融合其他学科，共同致力

于“一体化健康”的创新性教学、科研和人

才培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群的整体健

康；意在倡导多学科、综合性的交叉研究，

以达“经世致用”的目的。

多年来，闻玉梅默默无闻地为基金持

续注入善款，去年她再将自己积攒的60万

元捐赠。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

院党委书记袁正宏介绍，去年在闻院士的

支持下，基金成立了“老年医学研究”子项

目，重点关注老年免疫与感染、认知障碍、

运动障碍相关的老年医学科研方向。目前

基金和华山医院老年科等合作，资助了一

系列相关研究，鼓励年轻人开展创新。

目前，该基金常规年度奖励中包含优

秀本科生奖、优秀研究生奖、优秀教师奖，

另有《微生物与感染》优秀论文奖、病原生

物专业新生奖，2014年度为奖励援助非洲

抗击埃博拉疫情专家设立特别奖，2020年

度为奖励抗击新冠疫情设立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特别奖。十余年来，获奖师生几乎

覆盖了上海医学院所有院系专业及临床医

院，影响力辐射至北京、江苏、浙江等全国

多地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

这两天，大世界旁

的云南南路正变身“年

画一条街”主题街区，

桃花坞、绵竹、白河口、

平阳等风格鲜明的各

地年画以及来自上海

老城厢的小校场年画

等在这里集中展示，吸

引市民游客闻讯前来

打卡，在“那张‘似曾相

识’的画”前，共同回味

传统年画的味道。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灯火可亲，山海

可忆。1月21日，2024豫园灯会将启幕，用灯

火续写2023“山海奇豫记”的故事，开启“海

经篇”的讲述。昨天，豫园灯会首个数字人点

灯仪式率先在支付宝上线，剧透了即将绽放

的甲辰龙年主题灯组。

旧时，城镇生活响应“晨钟暮鼓安之若

素”的节奏，乡野农耕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安排。亮灯，其实就是对传统观念“感

恩自然敬畏时间”的一种尊重和继承。亮灯

仪式如今已被内化为传统节庆的重要一环，

既为驱逐厄运，也为点亮新程。

今年，豫园灯会联合支付宝，通过其开放

的杭州亚运开幕式同款“AR互动+数字人”

技术，打造元宇宙灯会，升级线上线下游览互

动体验，呈现豫园灯会史上首个数字人点灯

仪式。全国用户将突破物理空间，在数字世

界里共同点灯祈福。

即日起，用户打开支付宝，搜索“点亮豫园

龙灯”，即可参与“豫园灯会点亮龙灯”数字人点

亮龙灯祈福活动。整个活动还原了豫园灯会

亮灯仪式的场景，让所有人能够“实景”体验点

灯的乐趣。活动将持续到2月25日。

园内观灯游览的游客，还可以在特定点

位，通过AR扫码，体验虚拟与现实交融的灯

会奇境；对于无法亲临现场的游客，豫园灯会

还将通过AR实景长直播，让大家足不出户，

纵览“山海奇豫”。

此外，豫园灯会联手蚂蚁森林，共同推出

“碳中和绿色灯会”。本次灯会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的弘扬，更是数字时代与传统仪式的完

美交融。

本报讯（记者 孙云）今年是红军长征

出发90周年，昨天，雄壮的《长征组歌》在杨

浦大剧院响起，上海军休干部“长征组歌”

合唱团的军休干部们慷慨激昂地唱出了对

红军将士的深切怀念，也唱出了自己退休

不退志、投身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定信念。

《长征组歌》是2024年迎新春军休团

拜暨交响合唱音乐会的压轴节目，由上海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举办的这场音乐

会之所以选址杨浦举办，是因为杨浦服务

管理的军休干部3000余人，移交地方的军

休干部总数占全市总数近1/3，双拥氛围浓

厚，连续9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殊

荣。由杨浦军休中心打造的“众鑫有话 ·

老兵跟党走”工作室的影响力也不断扩

大。杨浦“军休杏林”医疗志愿者服务队

不仅在杨浦为居民开展近30场义诊，还把

“名医下乡”服务送到崇明等处。如今，军

休中心还建立了“助力成长计划”教育基

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基地等。

听学生后辈分享教研成果
闻玉梅院士昨贺九十大寿

连续9次获“全国双拥模范城”殊荣

    豫园灯会即将启幕
杭州亚运同款“数字人点灯”提前剧透

云南南路变身年画一条街

杨浦承办迎新春军休团拜暨交响合唱音乐会

教育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