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呼和浩特市第十八中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诗词大赛，吸引了众多热爱诗词的学生踊跃参与，在
校园内营造出浓郁的书香氛围。

■本报记者 杨永刚 摄

近日，赛罕区东风路小学“好书流转 书香共享”跳蚤市场活动在校园操场启
幕。此次活动不仅是书籍的流转，更是文化的传承，让学生感受文字的温度，体
悟阅读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杨永刚 李海珍 摄

日前，新城区万通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联合内蒙古开放大学、自治区党委幼儿园在东苑
社区活动室举办了以“书香浸润童心，阅读点亮未来”为
主题的读书活动。 ■本报记者 刘沙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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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访呼和浩特市多所
学校发现，随着科学教育在校园的深
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学
教育活动，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
心，也让他们在探索中感受到了科学
的魅力。

特色社团：构建科学实践新阵地

走进呼和浩特市第七中学，充满
科技感的第二课堂社团活动令人眼
前一亮。编程科技社团内，键盘敲击
声与低声讨论交织，学生们正全神贯
注地设计编程代码。“我们社团主要
使用 Scratch 和 Mind+等图形化编程
工具，就像搭积木一样，让编程学习
变得轻松有趣。”编程科技社团指导
老师王老师介绍，“通过简易游戏开
发、智能机器人控制等项目实践，学
生不仅掌握了编程逻辑，还在团队协
作中培养了创新思维。”

在 3D 建模社团，记者看到学生
们熟练操作建模软件，将创意转化为
立体模型。一名学生兴奋地展示自
己设计的创意文具模型：“以前觉得
3D建模很遥远，现在通过社团学习，
我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看得见、摸得
着的作品，这种成就感太棒了！”而扎
染社团则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
合，学生运用数字化设计图案，再通
过传统扎染技法呈现，让古老艺术在
科技赋能下焕发新活力。

呼和浩特市第七中学教务处主

任表示：“我们致力于打造多元化社
团课程体系，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感
兴趣的科学领域，在实践中感受科学
魅力，培养科学素养。”

跨界融合：传统与科技碰撞火花

“风筝为什么能飞上天？无人机
又有哪些用途？”近日，在呼和浩特市
实验中学东河附属小学，一场名为

“逐梦蓝天，古韵今风——传承非遗

纸鸢探索无人机科技”的活动火热开
展。记者在现场看到，课堂上老师生
动地讲述着非遗纸鸢的历史文化，从
纸鸢的起源、用途到文化寓意，带领
学生感受古人对飞翔的向往。

随后，中国校园健康行动无人机
科普团队的专家为学生展示了从
简易玩具无人机到专业级航拍、植
保无人机的发展历程。“原来无人
机不仅能拍照，还能给农田施肥、
巡查山林！”学生们惊叹于科技的

力量。在动手实践环节，学生亲手
制作纸鸢，一名学生指着自己绘制
的蛇形图案风筝说：“今年是蛇年，
我希望这只风筝能带着我的科学
梦飞向蓝天。”

操场上传来阵阵欢呼声，无人机
与纸鸢同飞的场景将活动推向高
潮。五彩斑斓的纸鸢与现代感十足
的无人机在天空中交相辉映，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该校校长
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让

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
领略现代科技力量，激发他们对科
学探索的热情，培养文化传承与科
技创新意识。”

科技盛宴：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4月 17日，在玉泉区梁山街小学
的校园科技节现场宛如一座充满奇
思妙想的科学乐园。内蒙古科技馆
的老师们带来“隔空喝牛奶”大气压

强科技秀，瞬间吸引全体学生的目
光。紧接着，“乒乓球机关枪”实验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着吹风机启
动，乒乓球如子弹般从管道射出，击
中目标，学生们的欢呼声、惊叹声此
起彼伏。

科普大篷车内，力学、光学、电磁
学等领域的新奇展品让学生目不暇
接。“这个展品能让光线拐弯！太神
奇了！”该校四年级 1班学生孙凌威在
光学展品前兴奋地说。科学实验展
示区更是热闹非凡，“火云掌”“空气
炮”等趣味实验让学生既紧张又兴
奋。在老师的指导下，三年级学生申
孟融戴上防护手套，尝试“火云掌”实
验，当火焰在手掌腾起又迅速熄灭，
他激动地说：“亲手体验到科学的神
奇，感觉太酷了！”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节，为学生
打开一扇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在他
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梁山街小
学大队辅导员贾晓君表示，“未来，我
们还将开展更多形式的科学教育活
动，让学生在探索中成长，在实践中
创新。”

从特色社团到跨界融合，从趣味
实验到科技盛宴，呼和浩特市各学校
通过多元化科学教育活动，让科学的
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这些丰
富多彩的科学教育实践，不仅激发了
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更为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奠
定了坚实基础。

玉泉区梁山街小学学生体验科普大篷车内的科教展品

趣味碰撞智慧 科技点燃梦想

呼和浩特科学教育激发校园创新活力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文/图

呼和浩特市第七中学编程课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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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春光正好，泥土的芬芳与少
年的朝气在校园内外交织。近日，回
民区各中小学以“劳动淬炼成长，实践
创造幸福”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浸润
式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从日常生活劳
动到非遗技艺传承，从社区志愿服务
到创意生活工坊，学生们在实践中感
悟劳动之美，在汗水浸润间收获成长
力量。

太平街小学：挑战飞行极限，共享
竞技乐趣

近日，太平街小学迎来了首届折纸
工艺比赛。此次比赛以其丰富的知识
内涵和有趣的形式，点燃了师生对折纸
工艺探索的热情。

纸飞机大赛现场，学生们纷纷亮出
自己的“得意之作”。一架架造型各异
的纸飞机在学生的手中被抛出，在空中
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为了让纸飞机
飞得更远，大家不断调整纸飞机的形状
和投掷角度，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纸桥承重挑战赛同样精彩。学生
们用普通A4纸制作出坚固的纸桥。在
比赛过程中，随着砝码不断增加，纸桥
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它们依然稳稳
地挺立着。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和欢呼声。

此次折纸工艺比赛是一次对折纸
工艺的探索之旅，也是对创新能力的挑
战。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在折
纸工艺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感受到了劳
动的魅力和力量。

中山西路回族小学：多学科融合
放飞梦想

在中山西路回族小学的劳动课上，
学校以“纸”为独特载体，巧妙融合节气
知识、传统节日等丰富的教育资源，开
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劳动课程。其
中，四、五年级开展的风筝节活动尤为
亮眼，涵盖了解风筝文化、制作风筝、放
风筝、举办风筝展览4大板块。此次活
动以“创意、协作、传承”为核心，不仅弘

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极大地丰富
了校园生活。

活动现场，老师为学生介绍了风筝
的历史文化。学生们听得全神贯注、津
津有味，对风筝这一传统技艺的兴趣瞬
间被点燃。在制作风筝环节，学生们运
用所学知识，精准地测量竹条的长度，
仔细地计算风筝骨架的角度，力求让风
筝的结构更加稳固。

绘画环节，学生运用色彩搭配和线
条勾勒等技巧，精心绘制出京剧脸谱、
神话人物、可爱的卡通形象等图案。一
只只风筝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最后的放风筝环节，学生们在操场
上，一边奔跑一边熟练地放线，一只只
色彩斑斓的风筝乘风而起。望着漫天
飞舞的风筝，学生们欢呼雀跃，脸上洋
溢着成功的喜悦。

此次劳动课不仅让学生们熟练掌
握了风筝的制作与放飞技巧，更是在他

们的心中种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种子。

县府街小学：“漆”彩童年巧手绘扇
近日，县府街小学劳动课教师以

“非遗小讲堂”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了漆
扇的历史文化和制作技艺。通过实物
展示和步骤分解，学生们学习了选坯、
调漆、染色等技能。

实践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小匠
人”。调漆组谨慎调配色彩浓度，染色
组巧妙控制扇面浸染角度，装饰组精心
设计纹样布局。劳动教室里，学生们默
契配合，有的用滴管控制漆液流速；有
的用竹签勾勒山水纹路。经过半小时
的精心制作，原本素白的扇面上逐渐呈
现出星辰大海、水墨江南等图案，每把
漆扇都独一无二。在劳动成果分享会
上，学生们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
大家纷纷表示：“制作一把漂亮的漆扇
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古人真是太有智
慧了。”

“劳”以启智“动”以润心

回民区校园劳动教育趣味浓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通讯员 王江

近日，一项媒体调查为我们揭开了当代青年消
费偏好的一角。“性价比”和“悦己”成为关键词，自我
投资登上青年消费版图。在众多消费领域中，知识
付费、教育培训等自我提升范畴占比达23.38%，成为
青年消费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一数据背后，
彰显出青年群体对丰富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自我成
长的重视，以及终身学习理念在他们心中逐渐扎根。

“悦己”，已然成为青年消费行为背后的重要哲
学。当物质生活逐步丰裕，青年们不再仅仅满足于
基本需求的填充，转而探寻那些能够触动心灵、带来
愉悦体验的消费选择。注重“性价比”，体现出青年
在消费时，头脑更加理性。只要经济情况允许，他们
愿意为热爱买单。

在追求“悦己”的同时，青年对于自我成长同样
满怀热忱。不少年轻人调侃“把自己重养了一遍”，
这背后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重塑、自我提升
的追求。他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在线课程学习
一门外语，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参加各类线下培
训，提升职业技能。在这种持续学习的过程中，不少
青年不断挑战自我、突破局限，学会更好地应对生活
中的变化和挑战，保持内心的充实与自信，逐渐成为
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从个体发展来看，青年注重对于教育的投入是
较为理性和具有前瞻性的自我投资。在竞争日益激
烈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和技能是立足的根本。通过
教育投资，青年可以拓宽知识边界，掌握新的技能，
从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上拥有更多主动
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新行业、新岗位不断涌
现，只有持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从社会层面而言，青年对教育和自我成长的重
视，也来源于教育生态的日益优化。从加速人才培
养模式变革到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一系列改革持续
推进，为使教育更好成为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支撑力量提供了坚实保障。大量接受过优质教
育、具备终身学习意识的青年，是推动科技创新、文
化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将所学知识运
用到工作中，能为各行业带来新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青年
在自我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还会对周围人群产生
辐射效应，带动更多人追求进步，从而营造出全社会热爱学习、积极向上的
良好氛围。

还应看到，在青年追求“精神刚需”消费和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也面临一
些挑战。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部分青年无法获得优质的学习渠道；知识
付费市场的不规范，可能导致青年花费大量金钱却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知
识。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合理分配，让更多青年能够享受
到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同时，要加强对知识付费等教育市场的监管，保障
青年消费者的权益。

当代青年在消费中对自我成长的侧重，展现出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和对未来的责任感。鼓励青年坚持终身学习，不仅有利于个人的成长与
发展，更将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社会迈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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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新行业、新

岗位不断涌现，只有持续学习，才能跟上

时代步伐

简 讯
●4月20日，内蒙古科技馆特效影院开展了“观影学科学”之中国航天

日主题科普教育活动。活动通过“知识传递＋动手实践”模式，以寓教于乐
的方式普及航天科技知识。

（杨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