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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贸“挑战杯”赛获佳绩
实现获奖新突破

孩子写作业，你不能在旁边玩手机

这份手机协议，你愿意签吗？

温州商学院推进产学研融合
建设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温技师亮相“温马”美食节
烹饪学子秀厨艺

本报记者 曾云毕

最近，杭州一所中学学生和家长签署
《电子产品“断舍离”协议》引发关注。“断舍
离”协议对家长和孩子双方都作出约束，即
孩子在上学的周一至周五不得使用电子产
品，周末不超过 1小时，若要查阅资料需在
家长陪伴下完成；家长有权保留电子产品，
要以身作则，保证自己不沉溺于手机，不得
在孩子学习时观看手机和电视消遣。

“孩子写作业时，你不能玩手机”，这样的
协议你愿意签吗？日前本报就此发起问卷调
查，510位家长参与了活动。结果显示：超七
成的家长表示愿意，给出的理由是“以身作则
给孩子榜样”，而实际情况是58.6%的家长在
孩子写作业时存在玩手机或看电视情形。

家长热议 以身作则 树立榜样

“如果是孩子自己提出来的，我觉得非
常好，现在的人沉迷手机太久了。”市民朱
先生建议，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最好的
方式就是阅读，家庭形成爱阅读的氛围对
孩子的成长是极为有利的，特别是家有低
年级孩子的家庭，这有助于他们养成爱阅
读的好习惯。

“陪伴孩子写作业就得做到一心一意，
三心二意的陪伴不仅适得其反，甚至会给孩
子带来不好的榜样。”市民董女士曾在儿子
写作业时玩手机，遭到了抗议：“凭什么你让
我认真写作业，自己却刷刷抖音看看综艺，
这不公平”。后来，她和孩子做了一个约定：
陪他写作业或者他在写作业时，大人就不拿
手机、不开电视，而是用杂志或书籍来代替
电子产品。这样下来，孩子的心理“平衡”
了，写作业的效率逐渐提高，大人也增加了
阅读量，无形中营造出家庭和谐的氛围。

也有个别家长选择“不愿意”。他们觉

得，小孩的习惯没必要和大人绑在一起。
市民叶女士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不能随便
答应孩子，不然效果适得其反，“做作业是
孩子的事情，玩不玩手机是家长自己的事
情，只要家长在玩手机时别干扰到孩子就
可以，如刷视频时音量很响等。”

有家长说，作业是学生的基本任务，无
需对学习环境有诸多额外要求，否则容易
养成坏的认知，如“做作业最大，其他什么
事情都得退让”等，大人应该让孩子知道：
学习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应该克服一切困
难。也有家长说，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离不
开手机，没有必要刻意回避，“何不借此培
养一下孩子的自制力呢？”

专家观点 因材施教 松弛有度

“这与我们学校的《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公约》异曲同工。”温州市绣山中学校长林

晓斌非常赞同这个“断舍离”协议。她说，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2021年出台的《家庭教育促
进法》，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长的育
子责任。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只承担
了“监督者”的责任，而忽略了“示范者”的
角色，忽略了对孩子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的
无声影响。青少年的手机管理问题，基本
发生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意味着家长的以
身作则特别重要，在孩子面前就算是以手
机处理工作，也不是一种“高质量的陪伴”。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岐恩认为，
好的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家长
可根据孩子个性和自制力而采取不同方
式。一般而言，孩子心智未成，若自制力
差，则需要家长朋友式的陪伴，最好放下手
机，营造学习氛围。当然，也要另外留出一
小段时间专门让孩子玩手机——这需要约
法三章，松弛有度。

本报讯（记者 卓扬）食品雕刻、米塑、皂雕、预制
菜、西式面点……3月 17日至 19日，温马美食节温州
市体育中心美食市集的温州技师学院展位前，各色展
示让众多市民驻足。

展位前，最吸引人的就是果蔬雕作品《仙鹤》和《逐
梦温马》，它们正是 2023温马美食节瓯菜争霸赛中的
金银奖作品。刚刚荣获“十佳瓯菜厨艺明星”称号的李
航，是温州技师学院烹饪专业中式烹饪技师班的高三
学生：“大赛让我成长了许多，我是湖北人，今后想继续
留在温州发展。”刺绣、莲花、麦穗、金鱼等元素组成了
19级学生罗林爽的作品。四年前，他从四川南部县远
道而来，如今正向着自己的厨师梦努力前行。“温技师
烹饪专业的学子与酒店大厨同台竞技，斩获2金6银4
铜。在温州餐饮行业，温技师学子可以说是‘一人难
求’。”康养管理学院院长高如峰说。

活动现场，烹饪专业学子不仅呈现了刀工和瓯菜
魅力，还展示了米塑、皂雕等技艺。在沿袭传统的基础
上，温技师团队融合现代元素，开发出可以作为长期保
存和家居陈设的工艺米塑，将非遗传统技艺落地到职
业教育中。与此同时，财经商贸学院电商班学子还化
身“瓯技匠”直播间主播，驾轻就熟的直播讲解也成为
一道风景。副校长章振周介绍，近年来,学院通过“青
苗计划”，激励师生积极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和活动。一
是希望通过大赛锻炼学生技能，提高竞技水平；二是以
项目化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营造浓厚实践氛围；
三是挖掘学生创业潜力，助力实现技能成才。

本报讯（通讯员 叶锡环 记者 潘舒畅）近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公布首批“专精
特新产业学院”启动建设名单，温州商学院名列其中，
建设方向为“工业大数据”。

据悉，温州商学院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由学校信息
工程学院与浙江伦特机电有限公司、航天云网云制造
科技（温州）有限公司、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共建，采取“1+3+1”建设模式。“1+3+1”指一
个研究院、三个中心、一个平台，分别是成立专精特新
产教融合研究院；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教育教学与
资源中心、专精特新产教融合实践与实训中心、专精特
新产教融合创新合作中心；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智
慧云平台，打造集教育、培训、研发、服务于一体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专精特新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的新型产业学
院。

目前，温州商学院已为专精特新产业学院配备了
高水平实习实训场所，包括“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省
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航天云网工业互联
网”省级重点建设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

学校将围绕“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任务，进一
步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和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不断深
化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养供给结构性改革，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着力培养产业急
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我市出台政策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每所中小学至少有1名县级及以上名班主任

本报讯（记者 潘舒畅）日前，温州市
教育局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中小学班主
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我市将通过搭
建班主任成长平台、建立班主任激励机制、
提升班主任待遇等途径促进班主任队伍专
业化成长，到 2030年，全市中小学每所学
校至少有 1名县级及以上名班主任，培育
德育省特级教师 20名、德育正高级教师 30
名、市名班主任 260名、德育教坛新秀（中
坚）500名。

《意见》要求，要全面实施班主任准入、
选聘制，首次担任班主任的教师要参加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经考核
合格，持证上岗。新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
必须担任一年及以上见习班主任，并作为
试用期考核的必备条件和重要内容。

《意见》指出要搭建班主任成长平台。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班主任专业发展
指导委员会，指导组织开展课题研究、教育
写作、教学观摩等班主任专项教研活动。定

期组织班主任论坛、班主任沙龙、班会课展
评、教育故事脱口秀等专业研讨会，在全市
开展“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班主任班会优质
课比赛”和“先进班集体评选”等班主任工作
相关活动。市、县、校级名班主任成立名班
主任工作室，做到全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
室全覆盖。

《意见》对班主任研训提出了明确要
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置专
职的班主任工作研训员，统筹指导本区域

班主任的专业发展；建立班主任教研制度，
定期开展中小学班主任教研活动。针对不
同层次的班主任培训需求，构建上岗培训、
在岗培训和骨干培训的梯度培训体系，开
发培训课程和教材，打造班主任培训精品
课程。

《意见》要求要建立班主任激励机制，
提升班主任待遇。市、县两级要畅通“新锐
教师（班主任）”“德育（班主任）教坛新秀”

“名班主任”三层次班主任专业成长渠道。
在职称评审中设立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职称
系列。学校年度考核优秀名额，在职班主任
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定期
表彰优秀班主任，在各类综合荣誉评选中设
置“优秀班主任”奖项，增加“终身班主任”

“班主任年度人物”等荣誉。对长期担任班
主任工作满 25年及以上的分年度、分批次
给予一定金额一次性专项绩效奖励。

本报讯 （通讯员 豆逗 记者 潘舒畅） 3月 19
日，在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中，浙工贸《重生计划——新文创球鞋定制引领者》
项目获银奖，《瓯乐研学——沉浸式乡村研学旅行引
领者》项目获铜奖，实现该赛事获奖新突破。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主
办。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全国 32个省份和港澳地
区3011所院校，142.4万名大学生参赛。浙工贸共有
2923人参与本届赛事，培育462件参赛作品，经过不
断提升和打磨，最终2件作品进入国赛评审。获奖项
目新文创球鞋定制，以正品球鞋为蓝本，融入国潮文
化，对球鞋进行设计、重新喷绘或换皮，重构球鞋；
瓯乐研学项目立足温州，以小学生为目标客户群，
开展沉浸式乡村研学旅行，创新实践“乡村+文化+
游戏”的产品运营。

据悉，学校将以“挑战杯”竞赛作为助力学校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载体，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

本报讯（记者 金叶 通讯员 夏雯雯） 美容美
发、礼品直送、部分商家专属折扣……为进一步营造
我市尊师强教的浓厚氛围，提升广大教师的幸福感，
市教育局联合市商务局重磅推出“温享消费 礼遇教
师”活动——今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8日，全市教
师可在指定商业综合体享受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专属优惠。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首批参与活动的商业综
合体包括银泰百货（世贸店）、印象城、吾悦广场、万达
广场、万象城、银泰百货（瓯海店），优惠内容涵盖停车
优惠、洗车服务、美容美发、礼品直送及部分商家专属
折扣等。教师可通过各商业综合体专属链接报名（部
分综合体仅支持携带教师资格证至服务台人工登记），
经后台审核后将定期自动推送专属优惠券包。

据悉，自2021年我市发布加强教师礼遇优待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来，市教育局协同各相关部门单位加大
教育人才引育激励力度、完善教师收入待遇机制、提升
乡村教师待遇以及做好“双减”下的教师关心关爱等，
一系列“强师”“惠师”的礼遇政策，变成一个个实实在
在的行动，让广大教师切实享受到了红利。

此次礼遇教师活动中，温州商务主管部门还将主
动对接辖区重点商圈、特色商街、大型综合体、商贸企
业等，发挥市场主动性，推出各类教师礼遇活动开展联
动营销，着力将“温享生活”打造成为区域性品牌活动。

温州出台“礼遇教师”新举措
送出商场专属福利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的“沁”木工坊里
木屑飞扬，废旧木料在学生一次次切、削、
打磨中“变身”为木制杯、碗、收纳盒等。
木工课程是学校的必修课，每班每周一
节，课程内容按年龄段分层设置。“废旧木
料有的由鹿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提供，我
们负责课程支持，变废为宝。”木工
坊指导老师周新是学校计算机老
师，因为兴趣自学木工技艺。

除了传统木工技艺，周新还
利用自己的本职技术加入计算
机绘图设计、3D打印、激光切割
等创客项目。在他看来，创意木
工这一劳动实践课程培养的是
学生的“工匠精神”，认真对待身
边的每一件事。此外，数学中的
空间思维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

在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劳
动教育以最传统的农业种植展

开。育苗、移栽、施肥、浇水，学生们体
会劳动与收获的乐趣。学校还引入喷
雾种植、立体种植、鱼菜共生种植等现
代化技术，让学生了解新型农业的多元
化，通过“互联网+”云平台打造智慧劳
动教育空间。

李启虎院士声音科普馆、学生设计布展的美术馆、实现双手做工的木工坊

鹿城校园藏着近百家宝藏场馆
本报记者 金叶

“用耳朵倾听自然之声，用眼睛观察科技之声，用心灵感悟人文之声……”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白鹿洲校区新建的“李启虎声音科普馆”将于4月对学生开
放，近日记者前往参观，为大家提前“剧透”其中奥秘。

而在走访过程中，藏在鹿城中小学校园里的射击馆、可以变废为宝的木工坊、
让学生设计布展的美术馆、具有本土特色的农耕文化馆等也一一亮相。近百家特
色场馆不仅成为学生们的网红“打卡点”，同时展现着各校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新
方式，携手探索“双减”之下特色教育的新路径。

温州博物馆馆长 董姝

鹿城中小学建设的校园场馆各具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在学生的成长
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场馆学习是一种校内外融合的实践型、探索型、综
合型学习方式，打破学习边界，旨在带领学生从“书本学习”走向“真实
体验”。主题化的校园场馆为师生提供丰富的课外学习资源，与传统课堂有
机融合，拓展课程体系，形成各式各样的学习场；专题化的探究活动帮助
师生开阔视野，找到兴趣点，让学生更富有个性地健康成长。同时，校园
场馆凝聚着这所学校浓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可以打造成为学校品牌形象，
也让师生浸润在文化浓郁的氛围中，时刻鼓舞着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学
习、人生目标。

正对温州市广场路小学白鹿洲校区校门
的右手边，一座蓝白色为主调的场馆便是李
启虎声音科普馆，仅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却将
声音的产生与形态、声呐的工作原理、宇宙中
的声音等，通过展览、实验的方式真实展现。

关于这座科普馆的由来，不得不提从广场
路小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温籍院士、物理学家
李启虎。“李院士长期致力于水声信号处理和声
呐设计，曾多次回到母校开展科普活动，最终与
学校共同促成声音馆的诞生，以‘探索感知’为
设计出发点，尽量让孩子能听懂、看懂。”广场路
小学科普馆负责人沙力介绍。

孩子们在这里如何探索感知声音？一个
普通电铃和加玻璃罩的电铃，来模拟葛利克的
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发现电铃在真空环境
下不能发声，进而得出声波是借助空气传播的
结论。另一侧“可以看见的声音”，铁架装置上
铺着一层砂砾，学生拿起一旁的琴弓紧贴铁架
滑动，砂砾震动的幅度可以用相机记录，这便
是声音的各种形状。

再往里走的蓝色空间里，学生头顶宇宙
星空，脚踩 1.5米深的水井口，站在井盖中央
喊一声，声音便回荡在整个场馆内。沙力告
诉记者，待正式开馆后，部分项目化课程会在

这里进行，老师将声呐装置和各类物体同时
放入水井内，声呐装置联网到大屏，可以将水
下物体的移动画面实时呈现，让孩子们更清
楚声呐如何工作，去探索浩瀚海洋。

形似电话亭的书信留声机是给毕业生的
礼物。拿起话筒，录一段此刻的心里话，在前
方屏幕上选一张照片，点击“完成”，便可形成
一张明信片。再用手机扫描明信片上的二维
码，就能听到自己录下的声音。三（15）班学
生简羽梦体验后，拿着手里的明信片兴奋地
说：“毕业时可以在这面墙上贴上自己的明信
片，多年后回来听一听，想想就美好。”

这里还有来自大海的声音，贝螺收藏家
苏尧然将千余件珍贵贝螺在学校“神韵贝螺
馆”展出，包括“镇馆之宝”龙宫翁戎螺——被
生物学家称为“活化石”。贝螺的大千世界亟
待学生去挖掘，孩子们除了参观欣赏，还可以
在一旁的阅览室翻阅书籍、讨论学习。“学校
的科技教育校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和科学精神为宗旨，以培育科学兴趣为重点，
注重课内外结合，并融入到学校课程建设和
学校发展的全过程。”沙力讲到，2022年3月，
广场路小学被省科协正式认定为首批“浙江
院士科普基地”。

科学教育 探索感知“可见的声音”

春日暖阳下，掩映在绿树间的白色建筑
闪着微光，自带童话色彩。这是去年 12月
开馆的我市首家校园美术馆——温州市实验
中学“春草塘美术馆”，由一栋危楼改建的
三层纯白空间加上户外场地，构成校园里的
艺术天地。“美术馆进校园这一想法从根源
上讲，是生发于学校‘让每个孩子的青春都
明媚起来’的美育理念。我们希望能够创造
一个新的美育空间，提供欣赏艺术的环境，
让孩子在学习生活中也收获美的体验，通过
自己的力量创造美，让世界因我而美。”温
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校长黄慧说。

关于美的体验，孩子们最有发言权。近
日记者走进美术馆，这里正在布置一场以风
筝为主题的展览，埋头忙碌的身影中除了美
术老师还有很多学生。“刚体育课下课经
过，就一起来帮忙了，每月美术馆更新主
题，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过去，布展已经是
我们的日常。”八（4）班学生陈品汝笑嘻嘻
地说。

美术馆的户外场地是属于学生们的，展
出的都是他们的作品，从“流浪椅子”优质

项目、“西区美报”“汉字里的中国味道”
“如果山水会说话”跨学科（如语文课程）
展，到近日的学生个人诗作展、手绘风筝
……展览随着每期主题不同而更新。室内空
间同样敞亮，这里是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展
览，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随时来参观。“现
在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大，美术馆也是他们放
松心情的地方，每一期展览从设计到最后呈
现都是和学生一起完成的。”实验中学美术
老师沈煦阳笑言。一旁的八（12）班学生薛
婧妍补充道：“这里还是我们表达自我的地
方，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和老师一起
去实现。”

藏在学生身边的艺术空间，还有温州市南
浦实验中学的“陶想时光”瓯窑特色工作坊。
源远流长的瓯窑文化、古老的陶瓷制造技术在
校园里重新发光。学校设立陶瓷艺术工作坊，
通过学习瓷器的发展历史和各朝代瓷器的特
点，设计餐具、茶具等生活陶艺，最后打破固
有形式，引导学生设计新的瓷雕塑，深刻了解
温州的瓯窑文化。且学校还邀请民间工艺大师
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开辟新的艺术设计思维。

美育 藏在身边的艺术空间

劳动教育 体验双手做工的乐趣

专家观点

温州市实验中学学子布置一场以风筝为主题的展览。

温州市实验中学“春草塘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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