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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培育“一个都不能少”
●王学男

呼和浩特：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多元活动点亮成长心灯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文/图

居民科学素质是动态发展的，构建
覆盖全年龄段的培育体系意义重大

据媒体报道，中国科协日前发布的
2024年度我国居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人口中具备科学素质、基本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持续提升，这为建
立庞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进一步夯实
了劳动力基础。

从结果来看，按照调查设定的分级
标准，“具备高阶科学素质”“具备科学
素质”和“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人群比
例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反映出科学素质
在不同层次上的分布差异。调查还发
现，教师群体科学素质显著高于普通居
民，这凸显了教育工作者在科学知识传
播与科学精神培养中的关键作用，但同
时也暴露出小学及幼儿园教师、中西部
地区教师水平仍待提升的问题。而在
老年人群体中，科学素质发展基础相对

薄弱，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他们获取科
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显示出针对老年群
体的科普教育方式与内容亟待革新。

此次调查指明了构建全年龄段科
学素质培育体系的紧迫性。在我国全
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向着教育强国
目标稳步迈进的过程中，提升全民科学
素质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居民科
学素质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素质培育需
遵循“全生命周期”规律，构建覆盖全年
龄段的培育体系意义重大。

青少年群体科学素质的提升离不
开学校教育的培养。学校作为科学教育
的核心场所，承担着培养居民科学素质
的重任。因此，必须强化面向全体教师
的科学素质培训，通过完善激励机制，推
动科学类课程师资的均衡配置。例如，
借助“国培计划”提升教师跨学科教学与
实验设计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
现代科学教育的需求。同时，优化课程

体系，确保中小学科学课程的充足开课
率，并融入前沿科技知识与实践探究活
动，采用互动式、项目化学习等创新教学
方法激发学生兴趣。此外，馆校合作、科
学家进校园等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场景，如组织学生到科普基地开
展场景化科学探索，让他们在实践中深
化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中老年群体科学素质的提升则需
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尤其是老年群
体，作为科学素质培育的重点和难点群
体，应聚焦于智能终端的应用与健康知
识普及。目前，国家老年大学已初步建
成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基层
拥有超过5.5万个学习点，并汇集了超
过 40 万门课程资源，为老年人线上线
下的普惠性和精品化的学习机会。同
时，依托社区开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
以短视频形式传播防诈骗、健康养生等
实用内容；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科普志

愿活动，如通过“银龄科普团”带动科学
知识传播，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与
科学素质。

必须指出，科学素质培育并非只能
依赖学校、科协等机构，而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从而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模式，
构建“政府引导—行业协同—公众参与”
的多元共治格局。调查研究发现，科技
场馆等基础设施对各年龄段科学素质提
升作用显著，因此有必要扩大科普场馆
覆盖面，推动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向
基层延伸，让更多的城乡居民能够接触
到先进的科普资源。同时利用文化馆、
公园等公共空间设置科普专区，将科学
知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结合全国
科普日等活动，开展行业特色科普，如农
业科技下乡、工厂开放日，形成“时时、处
处、人人”的科学素质育人生态。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系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心理健康教育不仅需要活动载
体，更需融入日常教学。近日，赛罕区
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心理健康学科大会
暨区域包联活动在赛罕区锡林南路小
学举行，通过构建“教研共同体”机制，
推动学科深度融合，实现了跨校际心
理健康教育资源的精准对接与优势互
补，为赋能师生心理健康成长、构建区
域协同育人体系开辟了新路径。

活动中，赛罕区锡林南路小学的心
理课堂《真的可以吗？——挑战中的成
长力量》中，学生们通过“纸桥挑战”动
手实践，领悟“弯折过，依然能站稳”的
韧性；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的心理
课堂《我的未来不是梦》以种子破土为
喻，引导学生将“我不敢”转化为成长动
力；赛罕区大学路小学韩彩荣老师的

《拓扑心域，心数交织》讲座，探索心理
学与数学教学的深度融合，她提出，通
过心理暗示缓解学习焦虑、用成长型思
维破解难题，让数学课堂成为培养自信
的沃土；赛罕区学苑小学冯哲羽老师则

尝试用 AI 技术赋能心理课堂，通过智
能工具分析学生情绪，打造以学生为主
体的个性化心育模式。

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光华校区的
“萌宠疗愈，心向阳光”活动，更将生物
科学与心理教育巧妙结合。学生们在
观察爬宠“散步”中感受生命律动，在

“爱的抱抱”区与毛茸茸的玩偶亲密互
动，焦虑与压力悄然消解。“与萌宠共
处的时光，让我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一名学生分享道。

从舞台到课堂，从游戏到萌宠，呼
和浩特市各学校以创新与温情结合的
方式，为青少年搭建起心灵成长的阶
梯。这些活动不仅是一堂堂生动的心
理课，更是一次次生命的对话——在
这里，焦虑被倾听，压力被释放，勇气
被唤醒。未来，呼和浩特市将持续探
索心理育人的多元化路径，推动心理
健康教育从“活动化”向“长效化”升
级，为培养身心和谐、人格健全的新时
代青少年筑牢根基。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主办、新城区教育
局协办的“五育润心 赋能成长”中小学心理情景剧
展演活动在新城区北垣小学新雅校区拉开帷幕。
全市 50余所中小学的师生代表、心理健康专家及
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7部优秀心理剧的精彩
呈现。

参演剧目紧扣青少年成长中的热点议题，从学
业压力、亲子矛盾到自我认同、同伴关系，学生们通

过生动的表演，将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冲突与解决过
程搬上舞台。呼和浩特市现代信息技术学校原创
心理剧《追光者》以深刻的立意和细腻的演绎引起
观众共鸣。剧中角色因中考失利而陷入自我否定，
最后在老师、朋友的帮助下走向世界大赛的过程，
展现了青少年突破困境的勇气与智慧。赛罕区学
苑小学的《被折叠的彩虹》则聚焦考试焦虑，通过主
人公从自我怀疑到重拾信心的蜕变，传递出成长需

要直面挫折的积极力量。
“心理剧让我们从被动听课变为主动表达，演

别人的故事，也是在疗愈自己的内心。”呼和浩特市
第二十七中学参演学生金雷杰感慨道。这种“寓教
于剧”的创新实践，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情绪宣泄的
出口，更通过角色代入帮助青少年学会觉察情绪、
化解矛盾，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从“说教式”向“体验
式”跨越。

5月 25日，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的校园
化身为“心灵乐园”，彩色的气球、飞舞的纸飞机
与涂鸦画布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由玉泉区
教育局、玉泉区团委主办，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
中学承办的第二届“5·25”心理游园会启幕，现场
通过沉浸式互动环节，让心理健康教育“可触摸、
能感受”。

在“烦恼发射器”区域，学生们将写满心事的
纸飞机奋力掷向天空。初三学生小航的纸飞机
上写着“背古诗总卡壳”，看着纸飞机飞出后划出
的弧线，他笑着说：“飞出去的是烦恼，留下的是
勇气！”一旁的“压力气球大爆破”环节更是人气
爆棚，学生们将“月考退步”“练琴被催”等压力写
在气球上，随着齐声呐喊，踩爆气球的瞬间，压力
仿佛烟消云散。

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小学部为六
年级毕业生量身定制了“心理赋能游园会”。在

“拳释压力区”，学生们化身“超级英雄”，通过击
打沙袋释放焦虑；树洞倾诉角则成为“解忧杂货
铺”，心理老师用温暖话语抚平少年心底的波
澜。“原来释放压力可以这么爽！”一名参与活动
的学生兴奋地说道。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日，呼
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内蒙古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内蒙古自治区
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共同走进呼和
浩 特 市 实 验 中 学 东 河 校 区 ，开 展

“守护安全成长——缺陷产品召回
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安全课。

活动现场，自治区缺陷产品召
回中心专家以“玩具安全小卫士”

“文具里的隐形危险”为主题，通过
PPT、动画短片和互动问答，向学生
们讲解了缺陷产品的定义、常见类
型及可能带来的危害。专家用生
动的比喻，引导学生们学会识别产
品安全标识，鼓励他们成为“家庭

安全监督员”，将知识传递给家长。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们发

放了《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宣传手
册》《儿童玩具安全要点》《儿童服
装安全要点》等宣传资料，内容涵
盖玩具、文具、童装等常见儿童用
品 的 安 全 选 购 要 点 及 召 回 案 例 。
为提高参与度，活动还设置了有奖
问答趣味游戏，并为积极参与的学
生赠送了小礼品，让安全意识融入
日常学习生活。

此 次 宣 传 活 动 以 教 育 一 个 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为理念，旨在推
动全社会形成关注产品安全的良
好 氛 围 。 学 生 们 纷 纷 表 示 ，要 当

“安全小侦探”，回家检查玩具和文
具。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根基，也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课题。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号召，呼和浩特市多所学校以创新形式、多元路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从心理剧展演到沉浸式游园会，从萌宠疗愈到
学科融合课程，各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帮助学生培育积极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为青春成长注入温暖能量，绘就
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多彩画卷。

近日，回民区通道街街道三顺店社区开展了以“泥火淬炼文化根 童心共塑
团结魂”为主题的研学活动。

活动组织近20名青少年运动员走进呼和浩特市蒙钧研究工作室，通过文化
讲解、工艺观摩与手工实践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非遗魅力，培养工匠精
神与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杨永刚 通讯员 赵堃 摄

在新城区满族小学校园里，人们
总能看到一个梳着齐发的女孩在忙
碌，她就是满族小学少先队大队委、
被授予 2024年度呼和浩特市“热心公
益”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吕梓伊。多
年来，这个热爱学习、热衷公益的女
孩用歌声打开自闭症儿童的心扉，坚
持在社区宣传环保理念，让公益之光
照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吕梓伊的母亲王彦说：“吕梓伊
不仅在校园表现优异，生活中更以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在呼和浩特
市残联举办的自闭症儿童义演活动
现场，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志愿者的行
列，用歌声和舞蹈，为自闭症儿童筹
集捐款。”

吕梓伊还定期到社区养老院为
老年人提供陪伴和帮助。她为老人

们唱歌、讲故事，陪他们聊天，帮他们
整理房间，用自己的行动，让老人们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公益不仅仅是帮助他人，更是
一个自我成长和提升的过程，让我学
会了关爱、懂得责任，也明白了坚持
的重要性。”吕梓伊说。

2023年，吕梓伊通过内蒙古自治
区妇女联合会的一项公益活动了解
到，在内蒙古偏远地区，有许多困境
女童因为家庭困难无法像其他孩子
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
这一消息深深触动了她，她决定拿出
自己积攒多年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共

计 1 万元人民币，通过“春蕾计划”捐
赠给困境女童。

吕梓伊深知，公益路上一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发动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才能为困境女童带来更多的
希望。于是，她通过校园活动和社区
帮扶活动积极筹款。

起初，筹款进行得并不顺利。但
吕梓伊并没有放弃，她将“春蕾计划”
的内容和困境女童的情况做成手抄
报和小视频，通过展示和宣传让周围
的人慢慢了解了“春蕾计划”。在她
的带动下，又累计为困境女童筹集了
近万元助学金。点滴爱心，如同涓涓

细流，汇聚成了一片爱的海洋。
除了热衷公益，吕梓伊还积极参

与学校和社区组织的环保活动，宣传
垃圾分类，做垃圾分类志愿者。她不
仅自己认真地进行垃圾分类，还积极
向同学们宣传环保知识，普及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同时，她还组织同学们
开展环保主题班会，通过小组讨论、
知识竞赛等形式，让同学们更好地了
解环保知识，增强环保意识。

在社区组织的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中，她主动担任社区垃圾分类监督
员，帮助居民正确分类垃圾，用自己
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让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环保行动中来。

“公益不是一个人的火把，而是
一群人的星光。”吕梓伊的话语，正飞
向更多需要温暖的地方。

让公益之光照亮每个角落
——记2024年度呼和浩特市“热心公益”新时代好少年吕梓伊

●本报记者 吕会生

泥火淬炼文化根 童心共塑团结魂

心理剧展演：寓教于剧，让成长被看见

心理游园会：趣味互动，解锁爱自己的密码
学科融合：
跨界探索，让心育润物无声

新时代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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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小学部心理赋能游园会

赛罕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心理健康学科大会暨区域包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