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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演绎舞蹈《织织织》。

日前，儋州市第
二中学教育集团举办
2024年首届美育节，
通过文化艺术展演进
一步赓续东坡文脉、
弘扬东坡文化，让非
遗在校园里焕发新
光彩。
文\图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非遗焕新彩

➡ 学生们在跳竹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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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增设40个新专业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日前完成了2024年度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工作，共增设40个新专业，其中，
中职专业3个、高职专科专业20个、职业本科专业17个，增
设数量是自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最多
的一次。

据介绍，围绕支撑国家战略需求，《职业教育专业目
录》此次增设了航空复合材料智造工程技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专业；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
设了营养配餐服务、眼镜造型设计与工艺等专业；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增设了现代工业清洗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
相关专业；助力乡村振兴，增设了乡村治理技术、高标准
农田建设与应用技术等专业。此外，还增设生态环境数
智化监测技术等服务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所需专业，
以及足球运动与管理等服务体育强国建设的专业。

近年来，教育部聚焦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背景下的技能
培养需要，动态管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近3年已累计增设
85个专业，有效促进了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配。本次增设
专业后，职业教育设置的专业总数达到1434个，涉及19个专
业大类、97个专业类，中职专业365个、高职专科专业771个、
职业本科专业298个，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此次公布的增补专业，职业学校均可自主设置，符合专业
设置基本条件，按程序备案后可于2025年招生。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壮、胡梦雪）

日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了2024年度学
科研究前沿热点词，涵盖海洋科技、民用航空、计算机科学技
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9个学科领域。深海采矿、蓝碳、亚轨
道飞行、非遗国潮、活态传承……这些热点词旨在揭示当前学
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反映了一个时期内科学发展的重点和
特点。

据悉，该委从 2017 年至 2022 年每年发布十个“焦点名
词”、2023年发布“十大科技名词”，再到今年发布63个学科研
究前沿热点词，体现出在探索未来的同时不忘科技探索初心，
这也是时代赋予科技与教育的共同使命。

学科研究前沿热点词背后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
能，也引起了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这些热点词未必能
够全面、精准地预示各学科未来发展趋势，但可以从一个侧
面让学生们更全面地理解学科发展的动向和当下的研究重
点、热点。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探索时期，这正是
培育科学素养和探索精神的黄金期。而“热点词”在媒体中出
现频率较高，所涉及领域较新颖，对青少年学生有很大的吸引
力。学科研究前沿热点词的出现，是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
中小学培育学生科学探索热情的良好契机，可适当利用其“热
度”让学生及时了解前沿知识，拓宽其科学视野，培养他们对
新兴领域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
大一线教师应及时关注学科前沿动态，时刻更新知识体系，提
高自身专业素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培养科学精神，使其具备基
本科学素养，更加向往科学、走近科学。各级各类学校也应当
为教师的知识更新拓宽相应渠道，提供更好保障。

（据《中国教育报》）

借学科热点词
激发学生探索精神
■ 廖德凯

儿童智能手表
越来越“手机化”

三亚市吉阳区丹州小学二年级2班班
主任麦宜纯告诉记者，她发现近年来佩戴儿
童智能手表的学生人数明显上升，“我们班
有43名学生，其中有8人佩戴智能手表。儿
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也在不断升级，有的手表
可以下载多款应用程序，就像一个智能‘小
手机’”。

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中国可穿
戴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24年第
一季度，儿童智能手表出货量404万台，同
比增长44.4%。儿童智能手表功能正在不
断升级。从过去基础的打电话、实时定位功
能，到“摇一摇加好友”、语音微聊，再到AI
问答、“小小零钱包”等功能，一些手表的功
能已经和智能手机相差无几。

“我们班有44名学生，其中有6人在学
校佩戴儿童智能手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美丽沙分校德育处副主任、一年级18班
班主任吴真真说，大多数家长购买儿童智能
手表，主要是为了能随时随地与孩子沟通、
实时掌握孩子定位。

近日，三亚市吉阳区丹州小学四年级
学生马茁园向记者展示了智能手表上的
软件和功能，“如果两个手表是同一品
牌，‘碰一碰’就可以加好友。我经常用
手表打电话、计步和定闹钟。”

在张晓卿看来，原本只是方便家长联
系孩子的儿童智能手表，现在已经成为许
多孩子的“社交工具”。“我儿子去年就想
购买一个儿童智能手表。他说班上不少
同学都有，自己没有就‘落伍’了。”张晓卿
说，架不住孩子软磨硬泡，她就给孩子买
了。

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各大厂商不断在儿
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上做“加法”，儿童智能手
表的社交和娱乐属性不断被放大。

手表智能化背后的隐忧

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日新月异，无形中
增加了家长和学校的管理难度。“孩子们聚
在一起时，会经常讨论手表的不同功能。”张
晓卿说，平时自己不让孩子玩手机和平板电
脑，没想到孩子却在小小的儿童智能手表上

玩得不亦乐乎，“我担心孩子会越来越沉迷，
已经开始限制他玩手表的时间了。”

儿童智能手表逐渐“手机化”，让部分家
长忧心忡忡。三亚市民李静发现，虽然家长
能对儿童智能手表的使用时长、应用下载及
使用等进行管理，但许多管控都有可能被绕
开或破解。

“我发现孩子常常偷偷用手表刷短视
频。手表屏幕那么小，很伤眼睛。”李静发
现，一些孩子还会相互攀比，比谁的手表更
贵、功能更丰富。

“目前，许多儿童智能手表除了具有
实时定位和即时通讯功能外，还增加了
许多教育、娱乐和休闲功能。”在海南师
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李乾锋看来，这
些功能拓展了孩子学习和交流的方式，
但也可能导致孩子出现沉迷现象。儿童
智能手表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孩子正
常的学习、生活规律被打乱，危害身体尤
其是视力健康。

媒体调查发现，儿童手表智能功能“卷”
出新花样，背后存在许多隐患。有家长投
诉，手表中的一些软件，打着“趣味学习”的
幌子，实则就是游戏，让孩子们上瘾；有的以
解锁限定皮肤、升级账号等级、抽取权益卡
诱导消费，有儿童拿到手表的第一天就充值
数千元；还有的读书、漫画、问答等软件疑似
传播涉色情暴力有害信息……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不乏智能手表应用
诱导未成年人消费的投诉。有投诉者称，智
能手表上一款游戏诱导孩子在未经家长允

许的情况下充值了299元的会员。智能手
表上有一些“知识游戏”软件，青少年不需要
通过家长账号许可就能点击下载。一些游
戏中设置了“红包积分”，让不少学生热衷于
赚积分、抢红包，极易上瘾。

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
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
行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重点整治儿童智能
设备。

多方合力守护“腕上安全”

“学校各班级已制定班级公约，不允许学
生将智能手表带来学校，避免分散他们在校
学习的注意力。有特殊情况需要联系家长的
学生，才可以携带手表入校。”吴真真说。

记者采访发现，针对智能手表的使用，
我省不少学校目前已采取相应措施。例
如，三亚市实验小学、丹州小学以及海口市
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等学校，给各个
班级都配备了一个智能手表管理箱。学生
进入教室后需关闭智能手表，然后放在管
理箱中。“学校规定，学生在特殊情况下需
要联系家长时，才能在学校使用智能手
表。”麦宜纯说。

“学校以‘不要沉迷电子产品’‘智能手
表是把双刃剑’等为话题，让学生们在班会
课上讨论不正确使用智能手表会带来哪些
危害，引导他们正确使用智能手表。”吴真
真说。

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使
用智能手表？

李乾锋建议，相关部门应对儿童智能
产品的设计与推广进行规范指导，让企业
依法依规开发相关产品；学校应积极引导
孩子参加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培养多元
兴趣爱好，减少孩子不当使用儿童智能手
表的时间；家长应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
地引导孩子，与孩子共同制定使用儿童智
能手表的规则，提升孩子的自我约束力。

三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杨梅认为，家
长应“堵”“疏”结合，通过设定合理的使用
时间、安装与学习相关的软件等方式，弱
化儿童智能手表的娱乐功能，避免孩子沉
迷其中。同时，引导孩子不要陷入盲目攀
比的漩涡。购买儿童智能手表时，选购满
足基础功能如打电话、能实时定位的产品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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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不仅能实时定位、打电话，还能刷
短视频，玩游戏……日前，海口市民张晓卿
给儿子购买了一个儿童智能手表，“买手
表的初衷是方便我们放学后联系孩子，及
时获知孩子的位置”。但是，孩子最近还
“解锁”了智能手表的其他功能，例如玩游

戏、聊天等，让她颇为担忧。
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已经成为不少

中小学生的“标配”。如何引导他们正确使
用儿童智能手表，守护他们的“腕上安
全”？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近日对此进行
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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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建成各类在线
课程平台30余个，上线慕课超过9.7万门，学习人数达13.9
亿人次，我国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智慧高
教平台共上线优质在线课程3.1万门，累计参与授课教师
7.8万人，超过9300万人次访问，用户范围覆盖海内外183
个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教育部近年来建设一大批高水平慕课，上线智
慧高教平台，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优质资源从少到多、
学习规模从小到大、应用水平由低到高，探索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湛菲）

我国已上线慕课
超9.7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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