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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制水车、转盘，饮料瓶制作的妙音坊，纸壳制作的火箭⋯⋯近日，在赤
峰实验幼儿园的七彩大厅里，展示了由幼儿和家长制作的 346 件亲子科技展
品。展品创意新颖，视角独特，充满创新理念和创新意识。图为老师向家长
们介绍作品。 孙桂娟 摄

亲子科技展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本学期末，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
院举行了一场“饕餮盛宴”展示：慕斯、牛排、
海鲜面、火锅、烤全羊、餐后甜点⋯⋯先别流
口水，这些美食可都是皮革制成的。

原来，这是学院 2014 级产品设计（民族
工艺）专业的现代皮革设计与制作课程的结
课作品展示。据了解，这次作品展示的创意
来自于这门课的老师——阿古达木，是他让
这节“无味”的课堂变得“津津有味”。

阿古达木是一位蒙古族汉子，也是一名
才男。谈到这次创意，他说：“植鞣皮传统手
工艺，主要以天然皮革为材料、以手工技法
为主要创作手段，课程有时相对枯燥，一般
都是让同学们做皮包之类的东西。为了使
无味的皮革技法学习变得‘有味’，我绞尽脑
汁设计了这个美食制作主题。这样既可以
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又充分发挥了他们的
想象力。”

学生崔洁说：“因为这门课程现在还是
一门新兴课程，往年优秀成品作业也寥寥无
几，同学们很少能有优秀参照物去学习借
鉴。这次展示对我们来说也算机遇，没有东
西禁锢我们的思维，所以从设计到最后成品
制作都是各小组成员一点点设计研究出来
的，经历过不断的失败，做出的成品也是独
一无二的。这种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结业
设计我们非常喜欢。”

据悉，该学院的艺术设计（民族工艺）专
业属于特色专业，主要培养在民族工艺品的
设计与制作方面具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以及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知识和技能的复
合型、实践型、创新型的美术专业人才。

阿古达木说：“2016 年有个很火的词叫
‘工匠精神’，其实还有一点是‘传承与创
新’。工匠有义务将民族工艺中的精华传承
下去，但也要结合现代实际勇于创新，这样
我们的民族精华才能永葆青春。我希望我
的学生都能成为真正的‘工匠’”。

皮革“饕餮盛宴”
激发工匠精神

□薛瑾慧

学习成绩是否是衡量一个学生的唯一
标准？显然并不是。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
文化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各种能力、为学
生终身发展打基础的地方。呼和浩特第 29
中学顺应高考改革潮流，在 2016 年秋季学
期率先开始实施“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体
系”，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引导教师客观评
价学生。

为了科学准确地记录每一名学生的成
长过程，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需要有一个完
整的管理评价体系作支撑。该校的“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评价体系”由学生、小组、老师 3
个主体组成，他们分别就道德品质、公民素
质、个人能力、运动与健康、艺术能力 5 个项
目进行自评、小组内互评、教师评价。通过 1
学期的数据记录和评价，学期末时班主任根
据比例折算，得出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等次
和学分并告知本人，要求在下学期初提出阶
梯转化目标。

在呼和浩特第 29 中学初一（二）班的小
组互评会上，全班 54 名学生每 6 人分成 1
组，由组内 5 人为 1 位同学进行尊敬师长、关
心集体、学习能力、艺术能力等十几项内容
的举手投票评价，评价分为 A、B、C、D4 个等
级，分数从 8 分、6 分不等。

在这些评价标准中，没有一项与学习成
绩有关，但通过这样的评价体系却给师生带
来了一些改变。初三（二）班的学生范雅婷
说：“原来我对学习总提不起兴趣，开始做综
合素质评价后，发现我在体育、艺术等方面
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让我对学校和
学习提高了兴趣，现在我的学习成绩有了一
些提高。”范雅婷的班主任张海燕也很欣慰：

“她是在我们开始做综合素质评价后成绩进
步最明显的学生。评价体系让同学们非常
自律，同时这个体系也让我们老师关注到了
每个学生身上不同的闪光点。”

赛罕区教育局德育科科长孙至娟也很
看好辖区学校的这套新做法：“通过长时间
的数据采集和积累,以及后期科学技术的运
用，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将为学校和学生带来
长远的效益，让学生全面发展、班主任轻松
管理、学校有针对性地指导。”

呼和浩特第 29 中学副校长王欣荣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行评价体系，让老
师和学生充分认识评价体系的作用，并利用
现有资源，进一步完善学生的成长方案。”

综合素质考评：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帮助孩子拟定假期计划

孩 子 是 我 们 的 未 来 ，也 是 发 展 的 未
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就要让孩子健康成长。

在假期开始之初，建议家长帮助孩子
拟定一份假期计划，这一点非常重要。如
果有条件，计划要细化到每天的安排。不
要因为是假期，就打乱孩子的生物钟，作息
时间和平时差别不要太大。尤其是假期中
穿插春节，孩子在作息和饮食上都要把握度，
不要黑白颠倒，别让春节打乱了生活节奏。

鼓励孩子开拓视野

在寒假，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了解中国的民
俗文化，了解各地的春节习俗，有条件的家
庭还可以把孩子带到保留传统习俗比较好

的地方去考察。
旅游既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也是开拓孩

子视野的非常好的方式。哪怕进行一次距
离很短的旅行，让孩子自己设计旅行计划、
安排食宿等，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

现在的孩子，不是都能做到琴棋书画样
样精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应该至少有
一项自己最喜欢的课外活动。

如果家长能够在假期尊重孩子除学习之外
的兴趣爱好，孩子的主动性和好奇心就会得到很
好呵护，这股劲头一般也会延展到学习上。看似
浪费了时间，殊不知却激发了他们的上进心。

让孩子体验阅读的乐趣

孩子的精神成长离不开好书相伴。而
他们平时学习太忙，没有太多时间读课外

书，假期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但 建 议 这 样 的 阅 读 不 要 带 有 太 多 功

利的色彩，也不要强行让孩子写读后感、
做读书笔记。很多好书，只要孩子真正用
心 去 读 了 ，对 他的影响就会是潜移默化的。
同时，也建议家长尽可能让孩子自己选书，家
长只需要做好大方向的引导，避免阅读一些低
俗书籍就可以了。

让孩子增加运动

如今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假期容易宅
在家里。对他们来说，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
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天气好的时候，让孩子多外出活动，疯
跑打闹，流流汗，不仅能提高身体素质，还能
防止孩子的体重增长过快。曾经有学校做
过统计，寒假以后有九成孩子会长胖。

（综合各媒体报道）

有意义的假期需要家长创造

□宝音

孩子们普遍缺乏安全意识，贪玩、好奇心
重，可很多孩子放假了父母还在上班，他们的
安全问题让家长和老师忧虑。怎样让孩子过
一个安全快乐的寒假？派出所民警及中小学
教师们总结出了 5个寒假常见安全问题及防
范措施，寒假里安全教育不能“放假”。

勿让孩子靠近烟花爆竹

家长一定要让孩子了解安全燃放烟花
爆竹的重要性。购买指定商家的正规商品，
在燃放时提醒孩子不要把点燃的爆竹乱丢，
更不要在燃放烟花爆竹时嬉笑打闹，燃放烟
花爆竹时一定要远离下水井盖。此外，燃放
烟花爆竹时不要用手直接拿，而要放在地上

点燃，观赏时保持距离。

不要让孩子到网吧上网

孩子喜欢上网聊天、玩游戏。寒假期
间，建议家长指导孩子在家上网，并控制好
上网的时间，不要让孩子到网吧上网。上网
时，不要轻信网络聊天、网络购物、非法注册
等“网络陷阱”，更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

让孩子远离危险电器及火源

寒假期间，一些孩子独自在家，家长们
一定要将开水壶、暖水瓶等危险物品放在孩
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并嘱咐家中幼儿或低年
级的孩子少触碰燃具和电器。

如果冬季用煤炉取暖，家长出门前应认
真检查烟囱等通风设施，同时注意经常使室
内通风换气，预防煤气中毒。同时，要嘱咐孩

子尽量远离煤炉，严禁玩火，以防意外发生。

运动时要注意防护

孩子们容易在户外运动中摔伤，如骑小
自行车、踢足球、滑冰、玩滑梯等。年纪小的孩
子，一定要在家长保护下才能在游乐园活动；
对于大孩子，运动时一定要加强保护措施，要
穿上合体的运动装，玩滑板、溜旱冰一定要在
正规场所，并要戴上护腕、护肘、护膝等。

防范食品安全事故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好吃的
食物，孩子有了压岁钱，也喜欢到一些小店
买零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
育，不要吃来历不明的食物或乱进食，教育
孩子们饭前便后要洗手，提高自我卫生意
识，预防食物中毒，保证身体健康。

安全教育不能“放假”

□陆岩岩

孩子们放寒假了，怎样让他们度过一个
不寻常的假期？我看，不如让他们来一回

“小鬼”当家吧。
既然谓之“当家”，当然得说了算，有职

更得有权。担此“重任”的孩子，一般应是
四、五年级以上的孩子。这个计划我已做了
可行性“研究”——好几年前曾付诸儿子身
上实施，感觉还是不错的。

让“小鬼”当家，并非是要让孩子干活减
少家长的家务负担，而是要让孩子接触社
会，学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体验家长
的艰辛，同时也使假期生活充实而有意义一
些。平日里，家长总和孩子唠叨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孩子们未必能听进去，让其亲自体
验一把，肯定会印象深刻。

寒假让“小鬼”当家，我看以 1 周时间为
佳。时间短了，当家的计划性及对比性，无
法体现出来；时间过长，孩子的热情与新鲜
感逐渐没有了，干活也就敷衍了。另外，孩
子的假期关键还是休息好，也不宜占用过多
的时间。

具体操作起来，家长可以因家庭和孩子
而异。当年“小鬼”当家计划在我家实施时，
妻子先对儿子进行了一次家情教育，大致内
容是 1 月进账几何，支出主要有哪些，然后
再交代些记账、买菜、看秤、砍价、安全及其
他注意事项等等。接下来，就把 1 周的“银
两”都交给临时主人来掌管了，大人用钱也
得申请，由临时主人批准了再支付。用人不
疑，既然放权了，便不要整日不放心。孩子
上了一回当，吃了两次亏，略做些提示便可
以了，权把这记入孩子成长的成本就是了。

最后，总结一下当家的感受也是需要
的。例如，让孩子写一篇《“小鬼”当家》之类
的作文，总结一下他“当家”以来的成败得
失，教育意义会更明显。

让“小鬼”当家

□赵向辉

最近坐公交车时，同车有 2 名小学生在
聊天，只听其中一位说：“唉！可怕、悲惨、难
熬的寒假又来了。”我一直以为孩子们是喜
欢放假的，于是惊讶地问这个孩子：“为什么
这么说呢？”“我放假要参加英语、数学、语文
辅导班，还要学跆拳道，累死了，唉！”听完孩
子的叹息，我陷入了深思。

究竟是谁制造了“可怕、悲惨、难熬”的
假期？是谁剥夺了孩子们休假、游戏、放松
的权利？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本该属于
孩子们的快乐假期，往往都会被学校和家长
安排的各种学习任务挤占。一方面需要对
上学期进行查漏补缺，另一方面又要为下学
期的功课未雨绸缪。

而且，大多数家长也认为，孩子在假期
不学习还能干啥呢，如果只是一味地玩，不
管不顾功课的学习，下学期就很可能跟不上
学校进度。可是，家长们有没有想过，正因
为如此，孩子会失去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假
期。也正是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各种补
习班越来越多，寒假班、暑期班⋯⋯孩子们
的假期被各种补习班填得满满的。没有快
乐的假期，没有幻想的空间，成长自由被挤
压，孩子们的压力倍增。

到底是谁“偷走”了孩子们的假期？是
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切，还是学校教学压
力的加大，抑或是其他的原因？家长、教育
者、社会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了。

别剥夺孩子
快乐的权利 亮丽风景线·校园

教与学

焦点

拍校园

近日，呼和浩
特市先锋路小学古
筝教室正式投入使
用。该教室由爱心
人 士 捐 资 35 万 元
建成，配有 16 架古
筝、11 件管弦乐队
乐 器 等 。 借 此 机
会，学校还成立了
古筝社团，为喜欢
民乐的孩子们提供
学习展示的平台。
古筝教室的成立，
不仅丰富了学生校
园生活，更提高了
社团活动的品质与
层次。 刘霞 摄

筝之韵

又到又到
寒假季寒假季

孩子们在呼和浩特市青城公园学习滑冰。本报记者 怀特乌斯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