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教育惩戒有力度有温度
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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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燕）在行走

中感知中国美。经过6天的考察

和学习，“行知中国美”沪渝鄂青

少年三峡研学营在湖北宜昌收官，

新民晚报小记者和营员们不仅收

获了知识，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相约在上海再次相聚，将旅程

延续。

在最后的行程中，小营员登上

三峡大坝，感受“国之重器”的宏伟

与力度。新民小记者团的团员们踏

上宏伟的三峡大坝，被眼前的壮观

景象深深震撼。滔滔江水之上，这

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巍然矗

立，展现出人类工程的奇迹。孩子

们好奇地观察着大坝的每一部分，

从泄洪坝体到发电设施，无不体现

出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他们认

真记录着所见所闻，不时发出惊叹，

对三峡大坝的建设者们充满了敬

意。这次参观不仅让他们对国家的

水利工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在

他们心中种下了探索科技、尊重自

然的种子。

小营员踏着历史的足迹，来到

了屈原故里，感受着千年文化的气

息。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他

们仿佛能听到屈原的《离骚》在耳边

回响，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孩子们穿梭于古色古香的建筑间，

聆听导游讲述屈原的生平与楚辞的

韵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

刻的理解和认识。

湖北日报三峡分社高级记者李

仁玺来到宜昌市青少年宫，为新民

小记者团的营员授课，他动情地回

忆了当年采访三峡大坝导流渠截流

的壮观场面，以及媒体策划与现场

采访的经过。并在之后的闭营仪式

上为全体营员解读了三峡大坝之所

以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原因，使在场

的每一位营员对这一国家工程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

舞台上灯光璀璨，小营员与宜

昌市青少年宫的青少年朋友们共同

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闭营仪式暨

联谊晚会。新民小记者、星光舞蹈、

诗梦绘画、科技逐光等团队的营员

代表登台发言，分享了他们在这次

研学之旅中的丰富收获。小营员代

表还向宜昌流动青少年宫及流动图

书馆捐赠了书籍，传递知识的火炬

和友谊的温暖。

在行走中感知中国美
沪渝鄂青少年三峡研学营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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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首个街区型青年夜校开课，报名者九成为女性

年轻人爱上新“夜”态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

2024年（第六届）“科学探索奖”出

炉。49位青年科学家获此殊荣，他

们将获得300万元奖金。

复旦大学向红军、周鹏，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高强，同济大学

冯世进这四位来自申城的青年科

技人才入选。向红军探索强光场

下物质新状态及磁电耦合性能、设

计出性能优越的磁电材料；周鹏探

索超节点性能晶体管和亚1纳秒

非易失存储器；高强探索免疫突

触、抗原提呈相关免疫检查点及创

新免疫治疗策略；冯世进探索能源

桩热力耦合机理及关键技术，推动

地热能高效利用。

据了解，49位获奖者平均年龄

为41岁，最年轻的仅31岁。

申城4位青年人才获“科学探索奖”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了新一届本科新生，萌新们在入学前就参

与作息、爱好和特殊需求的调研，到校即可入住“量身定制”的宿舍，与志

同道合的室友开启大学之旅。

图为新生在宿舍整理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陶磊 易蓉 摄影报道

昨天晚上，华灯初上，在古香古色的
川沙老街，一群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开启了
新“夜”态生活。原来，为了满足青年群体
的学习、交友、成长需求，川沙新镇团委联
合川沙老街联盟整合老街商铺资源，开设
了浦东新区首个街区型青年夜校。目前
首批课程已全部报名完毕，其中近9成报

名者为女性。
记者了解到，和多数青年夜校不同，川

沙古镇上的青年夜校并非在固定场地、由
政府相关部门统一提供课程，而是根据街
区商户特色为年轻人量身打造，提供包括
古琴入门、法语入门、中医养生、咖啡拉花
等“花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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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阵地
场地换取服务

昨天晚上，首次开课的夜校课

堂选址左琴右书，这里也是青川

里 ·川沙青年夜校的主阵地。上海

师范大学大四女生傅蔡易家住川

沙，骑个助动车就来到中市街参加

夜校的二次元绘画课。“我在大学

学的是艺术教育专业，主要学习理

论和传统艺术。在公众号上看到

‘家门口’能有这样一个实践性很

强的学习用iPad绘画的机会，我马

上报名参加了。”傅蔡易说。

“川沙古镇历史悠久，如何发

挥它的文化底蕴、结合年轻人的爱

好，满足青年差异化需求？我们专

门在年轻群体作了调研，并根据调

研结果总结了排名前列的需求。”

川沙新镇团委书记陈佳怡介绍，在

浦东新区团委的指导下，川沙新镇

党委和城厢社区党委的支持下，青

川里 ·川沙青年夜校首次课程在左

琴右书青年中心“点灯”，采取“场

地换服务”和“空间合伙人”的运营

模式。第一期共联合周边5家联盟

单位参与青年夜校项目，包括咖啡

馆、古琴街区商家实行公益性收

费，并根据课程情况采取10人左右

的小班化教学。

解锁课程
根据需求定制

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

课程无论内容还是上课方式都采

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川沙青年

夜校负责人盛佳慧介绍，比如有在

陆家嘴上班的白领对课程非常感

兴趣，但因为距离远，夜校晚上7时

上课来不及赶过来，夜校便开出了

网课直播，方便白领参与。“目前报

名者年龄‘20’‘30’‘40’的人数相

近，女性占了近9成。”

同时，根据问卷调查的方式，

川沙新镇探索形成“青年点单+共

青团接单”的课程模式，第一期开

设了11门最受青年欢迎的课程纳

入“夜校课程表”，其中包括二次元

绘画、古琴入门、非遗手作、法语入

门、中医养生、咖啡拉花等。

为了“解锁”夜校的社会资源，

夜校广泛吸纳优秀教师加入，建立

了第一批川沙青年夜校的师资

库。还通过吸引青年志愿者等力

量加入夜校，实现“为优秀青年搭

台、让青春达人上课”，让更多青年

在夜校学有所获。

接下来，川沙新镇团委还将依

托“青年夜校”这一载体，持续致力

于青年人的“多young”需求，将陆续

开设三刀木工手作、菜刀美食、剪

刀旗袍等课程，不断研发、设计更

多“去班味儿”的夜校课程内容，形

成“夜校季季有活动、青年周周可

打卡”的互动机制，让更多的青年

人下班后拒绝躺平、投入夜校充电

学习，构建新型青年社交圈。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昨天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

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维护教师教育

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惩戒是一种特殊、不可或缺的

教育形式，惩戒不仅仅是对错误行

为的惩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

程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学

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适当的惩

戒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规则意识，培

养自律能力，从而在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中更好地约束自己。

然而，在日常的一些实践中，

因限度模糊和认知差异，教师不

当实施教育惩戒的事例时常引发

社会关注与舆论谴责。如“长沙

9岁女生被老师用三角尺砸成重

伤”等，让一些教师“谈惩色变”。

部分家长对孩子十分溺爱，一旦

教师使用惩戒权，其可能会产生

强烈的反应，甚至采取极端措施，

如举报、投诉等，给教师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

适当的惩戒，不仅是教育者

的权利，也是教育者的义务。要

让教育惩戒有力度，学校和有关

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

责，依法惩处对教师的侮辱、诽

谤、恶意炒作等言行。惩戒的力

度来自于法律法规的约束，只有

遵循正当程序，且在既有立法允

许的范围内，结合学生个人的生

理、心理情况，才能产生最好的效

果，这也需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在

日常加强对老师的培训。

有力度的惩戒并非是“冷冰

冰”的。家校之间可以建立沟通

机制，定期召开家长会，及时了解

学生的家庭情况和成长需求，共

同商讨教育惩戒的策略和措施，

细化教育惩戒的边界与措施、注

重教育惩戒的人文关怀等，让孩

子在惩戒中感受到老师和家长的

期盼，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积极

改正。通过家校合作，进一步发

挥教育惩戒的作用，共同营造一

个健康、和谐、有序的教育环境。

今日论语

本报讯（记者 孙云）巴黎残

奥会即将于当地时间8月28日开

幕。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

男子举重运动员齐勇凯和来自上

海的轮椅击剑运动员辜海燕将担

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记者从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

进中心获悉，辜海燕是首位担任残

奥会中国代表团旗手的上海运动

员，也是中国轮椅击剑历史上首位

能在同届残奥会上获得三个剑种

比赛资格的队员。

1999年出生的辜海燕，9岁时

遭遇车祸，2015年入选上海轮椅击

剑队，成了一名轮椅击剑运动员。

上届东京残奥会是她第一次参加

残奥会，在队里年龄最小的她首战

告捷，获得两枚金牌，在轮椅击剑

项目女子花剑A级个人赛和女子花

剑团体赛上都获得了冠军。在这次

巴黎残奥会上，她将参加花剑个人

赛、重剑个人赛、佩剑个人赛、花剑

团体赛和重剑团体赛共5个项目，

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劳模”。

上海选手辜海燕将担任残奥会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