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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家庭会议有“工具包”
作为上海在今年“全国家庭教

育宣传周”里的一项重要活动，华东
师大家庭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学
院组织了这场“为了每一个孩子的
健康快乐成长”主题论坛。主持人
现场提问：“你们家有多久没开过家
庭会议了？”不料，众多与会家长、教
师表示，现在的孩子多难沟通啊，
开个家庭会议又能解决多少问题？
“一次高质量的家庭会议胜过

十次碎片化的说教。”会议前，曾参
与过华东师大有关“开好家庭会议”
活动的七宝明强小学家长表示：“现
在孩子在遇到亲子矛盾时会主动说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家庭会议上讨
论吧’，这种改变让我们做家长的感
到很惊喜。”
“家庭会议怎么开？不是简单

地让孩子坐在面前听爸妈轮番说
教。大家可以扫码领取‘会议工具
包’，里面有开好家庭会议的操作手
册，还有视频指导及案例讲解。”主
办方表示，要让开好家庭会议成为
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新常态。

错误认知家庭教育
有不少家长看似懂不少家庭教

育的道理，但终究还是解决不了孩
子的一些实际问题。这又是什么原
因呢？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
张艳萍以这样的开场白提醒家长，
可能大家一开始就对“家庭教育”产
生了错误认知。她连发两个问题：
“家庭教育是不是就是学校教育的

延伸？”“家庭教育是不是就该紧跟
学校教育的步骤？”对这两个问题，
张艳萍坦言事先专门请教了AI工
具，结果出人意料。比如，她问大模
型语言搜索工具Kimi：“家庭教育的
关键词和核心要点是什么？”Kimi给
出的答案中包含学业的只有“学习
能力的培养”这一条，其余内容都不
是直接跟学业相关。同样的问题再
问DeepSeek和豆包，也大多是围绕
对家庭成员的情绪管理、对孩子的
价值观培养、做好一家人的有效沟
通等内容展开，很少涉及考试、成
绩等。张艳萍说，学校教育有学校
的核心任务，家庭教育有家庭的侧
重点，如果家庭教育只是一味跟着

学校教育的节奏和任务，那么，其
他应该由家庭去完成的教育目标，
就可能被搁置、推迟甚至被忽略掉。

找到沟通难题密钥
正是看准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问题、提供方案的高效率，“知心
慧语”智能陪练系统3.0版昨天亮
相。这款俗称“AI娃”的系统，实现
了“气质类型匹配”，开创了用AI模
拟训练家长做好与孩子个性化沟通
的新范式。华东师大家庭教育研究
院院长闫寒冰介绍，通常在同样的
情境下，用同样的语言去说教孩子，
会发现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气
质类型的孩子，给出的反馈是不一

样的。家长们要学会用合适的方法
与孩子沟通，而“知心慧语”3.0版可
以帮助家长更精准地找到解决亲子
沟通难题的密钥。
专家们当场演示，请出24个不

同气质类型、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
的“AI娃”登台，它们会运用算法模
拟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抑郁质
等四大气质类型孩子的典型语言特
征与行为方式，根据“家长”的对话
内容调整各自的回应节奏和对问题
的认识程度。研发专家说，对家长
的问话、训话，孩子不可能有问必答
和完全照办，有的孩子会沉默、会走
神，甚至还会直接回怼“我不想说
话，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还有的
孩子属于很敏感、爱生气、易暴怒或
“打死也不说”的性格，有了“AI娃”
作陪练，家长可以实战演练怎样去
与自己的孩子沟通和周旋，从而将
学到的亲子交流技能迁移到真实的
家庭教育中。

本报记者 王蔚

亲子沟通难？ AI娃 来帮忙
能模拟各种性格的孩子，助家长掌握交流技巧

教育新观察

肠道微生物通过释放代谢产
物（如短链脂肪酸）与机体免疫系
统“对话”，而机体则通过肠道上
皮——这道细胞构成的“长城”，来
部署黏液屏障盾牌、抗菌蛋白武器
等“防御系统”，与菌群协同维持肠
道微生态平衡，使它们在各自的
“领地”稳定生存。在复杂的微生
物群落中，肠道是否能精准识别这
些细菌并“因材施教”呢？

北京时间5月14日深夜，“320
大院”（岳阳路320号）的两位“邻
居”——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
康研究所钱友存团队、中国科学院
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宋昕
阳研究组合作在国际顶尖学术期
刊《自然》上揭晓了答案：发现小
鼠肠道上皮细胞会分泌一种“智
能识别器”——APOL9蛋白——在
人类中对应APOL2。这种蛋白能
够精准识别一类拟杆菌目细菌，机
制就如同“扫描仪读取条形码”一
般，专门识别其细胞膜上的特殊脂
质“标记”。

发现全新“防御”机制
论文通讯作者钱友存研究员

介绍，宿主与肠道微生物的共生平
衡对维持机体健康至关重要，其失
衡与炎症性肠病、代谢综合征等慢
性疾病密切相关。肠道上皮细胞

作为宿主与微生物接触的首道屏
障，不仅构成物理阻隔，还通过分
泌多种功能蛋白调节菌群结构和
功能。“我们当时就想弄清楚，宿主
肠道黏膜免疫系统是否进化出精
准调控机制来选择性识别并靶向
特定的肠道菌群成员？选择性识
别的分子机制如何？”钱友存说。

通过独创的流式筛选和微生
物组测序技术进行分析后发现，
APOL9及其人类同源蛋白APOL2
能特异性结合一类常见的肠道细
菌——拟杆菌目。令人惊奇的是，
APOL9并不直接杀菌，而是促使细
菌释放大量纳米级“信息胶
囊”——外膜囊泡（OMVs），作为与
机体沟通的信使。树突状细胞捕
获OMVs后激活免疫反应，增强
“警报系统”——MHC-II分子的表
达，推动一类特殊免疫细胞（CD4+
CD8αα+IEL）的发育，从而显著提
升肠道对有害菌的防御能力。

或有望催生创新疗法
研究团队表示，这一发现刷新

了人们对肠道菌群管理的传统认
知：机体不仅能通过广谱抗菌机制
维持平衡，还具备“定点沟通”的能
力——APOL9如同一位训练有素
的“细菌外交官”，与特定细菌建立
精细化合作，助力维持肠道免疫稳

态。“未来，我们计划进一步探索人
类APOL2蛋白的功能，以及如何
通过调控这一通路增强肠道免疫
屏障。”钱友存表示。
“从肠道免疫的大框架而言，

这项研究属于其中比较关键的一
环。接下去，我们还会扩展更多微
生物组—免疫互作相关的前沿机
制研究。”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
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宋昕阳研究员表示。

“揭榜挂帅”聚合力攻关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登上《自

然》的重大成果，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揭榜挂帅”
重大科技任务助推产出的一项重
要成果。“揭榜挂帅”机制，让所内
PI（研究组长）不再“单打独斗”，而
是围绕理论创新、学科前沿创新，
开展建制化的攻关研究。“入围‘揭
榜挂帅’的项目，本身都有不错的
基础；研究所则为他们如何‘冲刺
登顶’做了推动。”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
究所学术所长李林表示。

记者了解到，该所的“揭榜挂
帅”机制已培育出多支有“战斗力”
的队伍，在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攻
克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后续将不断
涌现出重磅成果。 本报记者 郜阳

本报讯（记者 左妍）虹口区
北部健康服务版图近日升级！虹
口区江湾医院、虹口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和虹
口区精神卫生中心新址同步启用，
标志着备受瞩目的“虹口区北部健
康服务综合体”正式亮相。这一全
新医疗枢纽的落成，不仅是区域医
疗资源优化整合的里程碑，更通过
创新协同机制和智慧化服务体系，

为周边数十万居民打造出便捷高
效的“15分钟健康服务圈”。
该综合体坐落于虹口江湾镇

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达7.8万平
方米，三大医疗及公共卫生机构通
过空中连廊实现无缝衔接，检验
科、影像科数据实时共享，生物实
验室应急响应能力大幅提升，形成
了“功能互补、资源共享、服务联
动”的现代化医疗生态。

作为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在
医疗环境和功能布局上实现跨越
式升级。宽敞明亮的诊疗空间、
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为患者营
造出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医院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提升专
业服务能力，深化医疗技术创新，
优化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优
质、更高效的心理健康服务，助力
地区乃至全国精神卫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

肠道能否精准识别细菌
上海研究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揭晓答案

虹口北部健康服务综合体亮相

金山区漕泾镇近日开展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活动以
计量科普与健康服务为主线，现场设有计量器具快速检定
通道，提供血压、血糖监测及慢性病咨询、“你送我检”等服
务，为居民带来“家门口”的惠民便民体验。同时，“计量进
田园·实践育新人”活动也将学生课堂搬到田间。

图为漕泾中小学学生通过互动环节学习计量知识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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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智赋能家庭教育”为主要议题，华东师范大学昨天举行论坛。相关专家在
会上发布了一款能模拟不同气质类型的“AI娃”，可供家长在教育孩子之前先行练习，
即该用什么方法、什么语言才能做好有效的亲子沟通，在面对熊孩子时也能“一招制
胜”。

本报讯（记者 郜阳）5月17日
至18日，中国科学院将在全国百余
个研究所举办“中国科学院第二十
一届公众科学日”。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上海分院了解到，各研究所均
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
活动，欢迎市民走进“公众科学日”，
走进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在上海分院的活动中，多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将与大小朋友互动交
流。其中，褚君浩与孙胜利将分别
带来《放飞科学梦想，迎接智能时
代》和《首场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事
分析》的院士科普报告；何祖华将带
来《植物与病原菌的“军备竞
赛”——作物抗病育种与粮食安全》
的院士讲座。

上海分院的各研究所将在本周
末开放实验室。市民也有机会实地
探访“大国重器”——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将在18日
开放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此外，上海天文博物馆也将在17
日、18日两天免费开放。
今年的“公众科学日”，上海分

院各研究所准备的活动可谓“老少
咸宜”。例如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上海昆虫博物
馆推出了蜻蜓幼虫显微镜观察、竹
蜻蜓制作，蜂蜡润唇膏制作、蜂蜡蜡
烛制作，抽丝剥茧、蚕宝宝显微镜观
察、领养蚕宝宝等童趣科普活动。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
创新中心带来脑功能检测、脑电对
抗等趣味互动。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科学大

院”微信公众号报名。请市民在活动
当天服从研究所现场安排，提高自身
安全意识；请参与市民乘坐公共交通
前往，本次活动不提供停车位。

院士讲座、实验室开放、趣味互动……

周末到中科院过“科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