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周刊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 检校：张媚 原中倩A08

■■■■■ ■■■■■ ■■■■■

跳绳、跑步、走廊操……琼海市嘉积镇中心学校第三小学近日开
展大课间（学校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在课与课之间增加的体育活动
时间）活动，让学生们在生动有趣的活动中增强体质、健康成长。

图\文 特约记者 蒙钟德

多彩大课间 学生“撒欢玩”
缤纷校园

资讯

孩子有了“喜欢的人”，
家长怎么办？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妈妈。最
近女儿悄悄告诉我，她喜欢班里一个男生。我除了
惊愕之外，更多的是束手无策。面对这种情况，家
长应该如何引导？请赐教，谢谢！

——一个有些不知所措的妈妈

有些不知所措的妈妈：
您好！引发您担忧的是孩子正常的情愫，又称

为青春的萌动，是一种异性小伙伴之间懵懂的喜欢
和好感。这说明孩子的情感正在成长，不应简单粗
暴地把这件事和“早恋”画上等号。家有儿女初长
成的父母，不妨以此为契机引导孩子学习相关知
识，助力孩子化懵懂的好感为成长动力。

用知识抵御焦虑
《从尿布到约会——家长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

儿童》（从婴儿期到初中）的作者黛布拉·W·哈夫纳
曾提醒家长，当孩子遭遇困惑或困难时，就是最好
的可教时刻。在青春期教育这件事上，父母是孩子
重要的老师，要让孩子有凡事皆可问父母的底气与
信任。这也要求父母要为孩子的成长做好相关知
识储备，通过查阅青春期相关图书和文献，丰富自
己对青春期的认知。当父母对青春期有了足够的
认识，就会以一种释然平和的心态看待孩子目前的

“喜欢”，也有能力将这种懵懂的“喜欢”正常化，引
导孩子化经历为成长资源。

父母可引导孩子一起阅读与青春期相关的绘
本图书，帮助孩子对青春期可能出现的身心变化做
好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同时，坦诚分享自己对这
种懵懂好感的感受与看法，引导孩子把握好目前与
异性交往的原则与分寸，鼓励孩子在公开、集体的
交往中观察异性的优秀品质，学会与异性取长补
短、和谐共处。

当孩子出现懵懂的好感这种人之常情时，家长
的认知水平越高、态度越开放坦诚，孩子就越愿意
信任父母。笔者在此想向家长朋友推荐两本参考
书：黛布拉·W·哈夫纳的《从尿布到约会——家长
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儿童》（从婴儿期到初中）和丹
尼尔·西格尔的《青春期大脑风暴——青少年是如
何思考和行动的》。

以环境滋养情绪
父母接纳孩子的情窦初开，孩子才会更愿意向

父母敞开心扉。父母的积极态度，家庭的良好情绪
环境，夫妻间、亲子间的良性互动，都能滋养亲子间
的信任关系、引领积极价值观。当年少的孩子告诉
父母他（她）喜欢某个异性时，首先要肯定孩子的坦
诚和对父母的信任，接着可用一些开放性问题帮助
孩子进一步思考：你所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你怎
么表达这种喜欢？他（她）的哪些言行让你产生好
感？你希望如何与他（她）相处？父母在这个问题
上的态度越开明，越能带给孩子安全感，得到孩子
更多分享。父母不加指责的态度、认真的聆听，足
以安定孩子的情绪，赢得孩子的信任。

此时，父母应主动扮演孩子的“军师”，引导孩
子区别什么是爱情、友情和亲情，以开放的、健康的
方式将这种懵懂好感化为对一些优秀品质的欣赏
与学习，聚焦于建设积极的、互相滋养的异性友
谊。具有抱持性、滋养性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
会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力量感，让
孩子积极应对成长中的烦恼。

宜“疏”不宜“堵”
有专家认为，孩子喜欢别人，可能是欣赏，可能

是模仿，可能是好奇，可能是情感寄托，也可能仅仅
是因为无聊。家长不必过度解读，不要和孩子“正
面刚、硬碰硬”。家长的阻止、怀疑和不信任可能激
起孩子的反抗，提前唤醒孩子“早恋”的意识，让孩
子越要和所谓的“喜欢的人”在一起。相反，如果家
长沉住气，控制住脸上的焦虑和行为上的“围追堵
截”，孩子的这种情感可能不久就过去了。

同时，建议家长善用集体活动和积极关系的建
设，取代孩子对某个具体异性的好感。家长可以与
其他一些家庭联手举办活动（亲子读书分享会、亲子
运动会、亲子观影活动、亲子郊游等），扩大孩子的异
性交往范围，让孩子有更多机会与异性同伴一起活
动。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异性，发现每
个人都有优势和劣势，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引导孩
子用积极的异性友谊建设，取代和淡化其对某个异
性的关注和喜欢。这也有利于孩子情感和人际交往
能力发展，是培养健康心理的有效途径。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我国终身教育平台
已服务近6000万人次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终身教育
平台自2022年5月成立以来，共服务来
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终身学习者近
6000万人次，用户累计学习时长110万
小时，注册用户680万人。在特殊人群
使用方面，平台还上线了“长辈模式”

“关怀模式”，满足适老化和无障碍用户
学习需求。

此外，国家老年大学自2023年3月
挂牌成立以来，在基层设立学习点5.5万
个，全体系服务老年学员2214万人。搭
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课
程资源43.6万门（个），用户超235万人。

据介绍，国家开放大学下一步将通
过终身教育平台和国家老年大学推出

“双十计划”扩优提质行动，推动数字化
赋能学习型建设取得更大进展。终身教
育平台将持续推进AI赋能终身学习、服
务教育出海、服务乡村振兴、推广终身学
习档案等十大行动。国家老年大学将实
施课程资源提质行动、教师队伍建设行
动、学分银行服务行动等十大行动。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湛菲、施雨岑）

“你会向‘萌新’（网络用语，指新生
或新人）们推荐哪个老师的课？”“强烈推
荐郑东艳老师的课，课堂参与度很高，收
获满满！”日前，在海南师范大学网络社
交平台“万能墙”上，一则“求课帖”吸引
不少学生围观留言。“没想到能获得这么
多学生的推荐，特别有成就感。”郑东艳
感慨道。

2020年9月，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在
郑东艳看来，思政课教学最大的挑战是如
何让学生“学而信、信而思、思而行”。她
认为，“要想上好这门课，就要让理论贴近
生活，让学生学通悟透其中深意。转变教
学理念是关键，要呼应和解决学生的学习
误区，消除‘思政课深奥难懂’的刻板印
象。”

每学期上第一堂概论课时，郑东艳都
会发放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这门课
的初步认知、希望解决的问题，“只有真正
聚焦学生关切和困惑的问题，将教材重点、
难点特别是痛点与社会热点、学生关注点
深度融合，学生才能感受到理论离生活并
不遥远，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
活动”。

今年初，“尔滨”文旅火爆出圈，郑东艳
将一系列鲜活的案例“搬”到课堂上。“大家
如何看待‘尔滨现象’？我们从中能够借鉴
什么？”她接二连三抛出问题后，学生们踊
跃回答，课堂氛围活跃。

转变观念还只是第一步。郑东艳坦
言，由于学生专业不同，对思政课的接受和
理解程度存在差异，“这就需要结合学生的
专业属性、关注领域，设置相应的教学内
容”。为此，她和教学团队将概论课的实践
教学融入专业课的实践教学，进一步构建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大格局。
例如，给音乐表演专业学生上课前，

郑东艳搜集了大量文艺精品案例。“学生
们在解读文艺作品时参与度很高，课堂发
言最积极。”她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启
迪学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以后能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优秀作品。

很快，这一期许也得到了积极回应
——学生们用中西乐器合奏《映山红》、自
编舞蹈《万疆》，并从音乐专业的角度解读
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和价值观……“学生们
自主完成的这些文艺作品，充分体现了课
程的整体性及有机性。”郑东艳说。此外，
她还带领教学团队组织“行走中的思政课”

“音乐里的思政课”等，不断提升思政课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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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文化自信‘信’的是什么？”“青年大学生如何坚定文化自信？”针
对学生们感到困惑的一系列问题，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郑东艳仅用了8分钟，就完整流畅地逐一解答。

今年2月，第三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
落下帷幕，郑东艳带领团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本科）这门课的教学展示中荣获展示活动二
等奖。

作为一名从教30年的思政课教师，郑东艳见过大大
小小的赛场，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在她看来，比赛获奖
并非目的，上好每一堂思政课才是初心。

海南高校有许多像郑东艳这样优秀的思政课教
师，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思政教育工作一线。近年
来，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后浪”——青年思政课
教师。他们接下前一辈的接力棒，躬耕教坛，传
递信仰的力量。

草木葱茏，青山环绕，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处处充满生机。这个坐落在海南岛
腹地的绿意盎然之地，以其独特的方式诠
释着“思政课堂”的新内涵。

去年10月，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吴海翠带领学生深入雨
林，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她引导学
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聆听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如何答好“四库”（水库、钱库、粮
库、碳库）答卷的故事，感悟“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背后的深意。

近年来，吴海翠带领学生到海南省史
志馆、学校对口的乡村振兴扶贫点等地开
展教学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观察、了解社
情、省情，推进知行合一，引导学生自觉将
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推动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

“上好思政课，不仅仅要以理服人，更
要以情感人。”从教以来，吴海翠通过“实”

“新”“活”的方法，让学生在思政课中有获
得感、认同感和满足感。

在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的课堂上，
吴海翠将革命先烈的故事娓娓道来，动情地
讲述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感人故事。此外，
她还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探索开展新媒体思
政课，“脊梁学堂”微信公众号因此应运而
生。该公众号基于理论重点，结合现实热
点，直面学生疑点，通过在线开展百名学子
接力诵读党史活动，以及竞赛答题等形式，
将选树优秀学生、党员风采展示和党史学习
教育有机结合，吸引了大批学生参加。

为了让学生“解渴”“尽兴”，吴海翠不
断学习“充电”，打磨出更多让学生听起来
能“解渴”、学起来能有“共鸣”、品起来能增

“回味”的高品质思政课。“教育就是静待花
开。”吴海翠期待能“听见更多花开的声
音”。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体现在哪
里？”近日，一堂思政课在海南大学开讲，海
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刘筱笛向学生
抛出这个问题，接着组织他们进行深入的
交流探讨。

一堂45分钟的课，刘筱笛接连讲了三
堂。她将一个个看似晦涩、难懂的思政概
念“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学生听。课后，不
少学生表示：“课堂上，刘老师总是用热情
去点燃学生，声音洪亮、激情飞扬。”

在刘筱笛看来，她希望自己“点燃”的
不只是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还希望
学生们通过学习实现自我成长，更加客观
地认识社会，更好地规划未来人生，实现自
我价值。

在成为思政课教师前，刘筱笛曾当过5
年大学辅导员，能更敏锐地捕捉学生心理，
及时了解他们目前关心或有疑惑的问题，

“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思政课教学提供了
非常大的帮助”。她还十分注重在课堂上
增强师生互动，并围绕学生提出的问题逐
一解答。课后，她还常常与学生探讨各类
人生问题，耐心地为他们解疑释惑。

为了更贴近学生，刘筱笛常常通过B
站、小红书、微博等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社交
平台，关注大学生群体对各类社会热点问
题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并将这些素材与课
堂内容相结合，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

“在开展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我们搜
集了大量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的案例，
将生活实际与书本理论紧密结合，让学生
们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都应是新时代的见
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刘筱笛说。

如何将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
经过近几年的一线教学实践，刘筱笛对
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认为，
思政课教师要不断夯实自身理论基础，
将道理讲深，以理服人；要对党的方针政
策进行体系化、逻辑化梳理，把理论讲
透，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情感认同；要通过
生动案例来讲好中国故事，让思政课真
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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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东艳在上思政课。

➡ 刘筱笛（居中穿
黄衣者）和学生们。

➡ 吴海翠在热带雨林中给学生上思政课。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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