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一名六年级小
学生以“C10orf67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
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项目，参加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获奖，引
发社会关注。

15日晚间，第 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就“小学生研
究癌症论文”一事发布调查和处理结果
情况通报，专家组认定：项目研究报告
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
能力，项目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本人
独立撰写，大赛组委会根据评委会建
议，决定撤销该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奖
项，收回奖牌和证书。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15 日在官网表
示，已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进行核查，
如发现违反大赛规则问题，将依规严肃
处理。

小学生研究基因获奖，家长研
究方向与参赛项目几乎完全一致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官网显
示，此次引起关注的这名小学生就读于
昆明市某小学六年级，参赛项目简介
称：利用了高原适应与肿瘤细胞适应的
相似性，项目前期利用遗传学比较分析
了高原家养哺乳动物和对应平原物种的
基因组和转录组，发现了关键突变基因
C10orf67，并构建了C10orf67基因敲除小
鼠……

云南一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告
诉记者，这名小学生的参赛项目至少要
硕士研究生以上水平才能独立操作，

“很明显，六年级学生是无法独自完成

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7月 13

日发表声明称，获奖学生系该所研究员
之子。记者查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官网发现，这位家长的研究方向与
参赛项目几乎完全一致。

“神童”获奖并非个例，这些奖
是如何评出来的？

记者查阅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历年获奖名单发现，类似的“高大上”中
小学生研究项目不在少数。

比如，有两名小学生凭借《茶多酚的
抗肿瘤实验研究》项目获得小学组三等
奖。该项目简介中称，用绿茶提取物中
茶多酚的主要成分 EGCG 作为受试药
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脏肿瘤疾病模型中
的体内药效。资料显示，两名参赛学生
当时分别就读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

“小鼠成果没有几年不可能完成。”
昆明市某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
者。

“比赛已经变味儿了。”在中科院昆
明某下属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黄某告
诉记者，之前有朋友请他帮助孩子参加
这项大赛，他帮孩子设计了一个符合其
知识能力水平的项目，没想到班主任看
过后却连说“太 low了”。

“班主任把之前的获奖项目给我看
了一下，我大吃一惊，很多项目至少都
是硕士、博士才能完成的。”黄某说。

云南省建水县一名连续多年带领学
生参赛的崔老师告诉记者，每年获奖名
单出炉后，他都会感叹一些获奖作品的

水平之高。“比如有小学生研究十分复
杂的导航系统，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大
力介入，我相信是无法完成的。”

记者查阅大赛评审规则发现，奖项
的评审由大赛组委会组织来自全国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的学科专家组成评委
会。评审规则强调必须由参赛者自己选
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和撰写，
并明确要求设计中的创造性贡献必须是
参赛者本人构思、完成。

为了防止造假，大赛不仅要求参赛
学生做项目时要拍照留痕、留存资料，还
在各级比赛中设置了答辩环节。“答辩是
在一个封闭场地内进行的，除了专家和
参赛学生，其他人不准进入。”崔某说。

记者调查发现，云南省科协邀请的
评审专家大多是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的资深教授、研究员。云南省一名科研
人员告诉记者，从评审专家的专业背
景、资历来看，要甄别出参赛者是否作
假、是独立研究还是借他人力量，应该
非常简单。

对于评审专家为何没能发现一些参
赛作品明显超出了中小学生知识能力范
围，赛事组织方没有正面回答，仅称“我
们也提倡高校院所对青少年进行支持，
大手拉小手，会对青少年有所启发”。

家长为何热衷让孩子参赛？

为什么许多家长热衷于帮助孩子参
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甚至不惜
动用各种资源拿奖？

记者调查发现，在教育部取消各类
竞赛的高考加分之前，在全国中学生奥

林匹克竞赛、部分科技类竞赛中获奖的
学生可以在高考中获得加分。与竞争激
烈的学科竞赛相比，科技创新类大赛难
度相对较低。

昆明市某中学王老师告诉记者，教
育部已全面取消了各类竞赛高考加分，
今年高校自主招生也取消了。“即便不
能直接加分或参加自主招生，把获奖经
历写进档案里也更好看。另外，当前很
多学生出国留学，国外学校尤其重视素
质教育，这些奖项在申请时可以成为履
历上漂亮的一笔。”

“孩子若有奇思妙想要大力鼓励，创
造条件保持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云南
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兰文华说，“但
若是为升学加分或铺就便捷通道，甚至
不惜利用规则漏洞挑战社会诚信底线，
就要认真反思教育评价机制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主办
方必须反思评奖标准和办法。比赛应重
视对学生参加创新活动过程的考察，引
导学生重视参与过程与体验，而不能只
是看学生提交的“成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应健全回避制度，提高评委会专
业评审、甄别能力。另外，对参赛项目
是否为参与研究、独立研究以及规范署
名等问题有更细化的规定。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在
15日的声明中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完善大赛评审规则与程序，强化监管
机制，更好引导和规范青少年参与科技
创新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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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受访家长已开始
让孩子恢复室外锻炼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表示，要注重孩子体魄的
强健，呼吁做好防疫措施进行室外体育
锻炼，不要被疫情吓住，把孩子窝在家
里不让出门运动。但也有家长担心青少
年抵抗力弱，不鼓励孩子出门锻炼。暑
期来了，如何安排孩子日常活动，更是
让家长感到头疼。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4名中
小 学 生 家 长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0.8%的受访家长已开始恢复孩子的室
外锻炼，53.8%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现
在保持每周 4 天以上的室外锻炼频率。
近期出门锻炼，74.3%的受访家长呼吁
仍要做好防疫。68.1%的受访家长希望
相关机构就疫情期间室外锻炼进行科学
指导和说明。

在家“憋”久了，受访家长觉得
孩子精气神变差了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周霞（化名）的儿
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她介绍，5月就督
促孩子恢复每日室外活动了，6 月因为
北京疫情反弹又减少了出门，最近几乎
天天都陪孩子出门锻炼，“家附近就有
一个大公园，每天傍晚我都带他去跑跑
步、跳跳绳，偶尔也会趁人少在公园足
球场踢球。”

刘萧莉（化名）是河北石家庄某私企
职员，女儿读初中。她近期让女儿每天
出去锻炼，“没必要一直闷在家里，疫情
已经控制住了，再不出门锻炼反而要伤
身体了。”

调查中，90.8%的受访家长表示，随
着疫情得到控制，已经开始恢复孩子的
室外锻炼了。其中，小学生家长格外重
视（92.4%），比例高于中学生家长。

在出门锻炼的频率上，53.8%的受
访家长表示孩子现在保持每周 4天以上
的室外锻炼频率，其中 16.3%的受访家
长表示孩子几乎每天锻炼，37.5%是每
周 4-5天。仅 4.2%的受访家长坦言不怎
么让孩子出门。

“之前一直居家学习，也担心孩子抵
抗力弱，没怎么让他出门。结果有段时
间就感到孩子情绪不好，不像以前那样
活蹦乱跳，见到喜欢吃的零食和饭菜也
提不起兴趣，学习结束就想玩手机。我
琢磨着得赶紧带孩子出门活动。”周霞
说，儿子一听要出门锻炼，特别开心，

“现在每天到了傍晚出门时间就非常兴
奋，催我快点准备”。

刘萧莉说，女儿前段时间一直闷在
家里，情绪波动比较大，动不动就发小
脾气，也长胖了不少，“原来身材非常纤
细苗条，现在明显有点虚胖。”

受访者表示，在家“憋”久了，精气
神变差了（54.5%），以及体形体态不好
了（52.6%）是孩子最普遍出现的变化，

其他主要变化还有：身体柔韧度下降了
（48.1%），视力下降了（41.7%）。

近期出门锻炼，74.3%受访家
长表示仍要做好防疫

周霞说，她和孩子出门都会戴好口
罩、防飞沫帽子，包里也一定会携带备
用口罩和免洗洗手液，“我儿子粗心，经
常弄脏、弄丢口罩，备用口罩特别有必
要带。”虽然公园比较大，人流量相对较
小，但他们仍会寻找相对宽敞安静的场
地进行锻炼，她也会特别嘱咐孩子避开
人群、少触摸公共物品，“孩子防范意识
不强，家长一定得多提醒，比平时还要
更上心。”

“现在出门仍要注意自我防护，不
能轻视。”因为夏天天气闷热，又不能
随意摘口罩，刘萧莉专门从短视频里
学了一种口罩佩戴方式，能让鼻子部
位空间更大，不仅呼吸顺畅，还凉快。

“我专门教了闺女，这样她做一般的活
动时都能放心地戴口罩。但是做剧烈
运动，一要选择空旷人少的场地，二要
摘掉口罩。”

河北某公立医院医生赵波（化名）表
示，现阶段，全国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
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家长要放松心
态，让孩子们进行室外锻炼，“青少年正
处于身体发育阶段，室外活动能提高身

体机能，增强抵抗力。”
他指出，出门一定要做好防疫，触碰

公共器械最好戴手套，或进门立即消
毒。做剧烈运动时一定要摘掉口罩，

“戴口罩会影响氧气摄入，尤其剧烈运
动口罩浸湿后会更加影响呼吸，加重心
肺负担。”

近期出门锻炼要注意哪些问题？
74.3%的受访家长表示仍要做好防疫，
64.7%的受访家长提醒避免人群扎堆
儿，58.5%的受访家长注意尽可能在人
流量少时错峰出门，56.3%的受访家长
认为运动时需摘掉口罩，36.3%的受访
家长建议接触公共器械时戴手套。

68.1%受访家长希望得到疫情
期间室外锻炼的科学指导

通过这次疫情，周霞明显感到，城市
室外锻炼设施对青少年不太友好，“因
为疫情，要尽量避免去场馆内活动。而
公园或社区基本只安装了成人的锻炼器
械，没有孩子的，非常不方便他们锻
炼。”周霞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各
个年龄段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特征，在公
共场所设计和配备针对性的简易室外锻
炼器械。

刘萧莉最近上网都比较关注有关室
外锻炼的内容，“随着疫情好转，人们生
活一定会逐渐恢复正常，室外活动和锻

炼必不可少，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群接
触，有人可能会放松警惕。”

刘萧莉希望相关部门和媒体要继续
做好防疫宣传，提醒人们防疫常态化。
同时学校和老师也应提出学生室外活动
注意事项，纳入学校常规管理工作，“很
多时候老师的话比家长的好使，希望家
校能形成合力。”

“暑假开始了，孩子们外出活动也会
增加。室内活动场馆要特别注意通风，
保持每日消毒。进行室外活动时，要注
意尽量避开人群。家长也要时刻提醒孩
子，防疫意识不松懈，出门务必做好防
护。”赵波说。

让孩子们在疫情期间安全地进行室
外锻炼，68.1%的受访家长希望相关机
构就疫情期间室外锻炼进行科学指导和
说明，64.6%的受访家长认为要设计更
适合防疫时期的室外体育运动，58.9%
的受访家长希望公共锻炼场所和器具及
时消杀，53.4%的受访家长建议增设锻
炼器材以保证社交距离。

受 访 家 长 中 ，孩 子 读 小 学 的 占
53.6%，读初中的占 39.2%，读高中的占
7.2%。 30.0%的受访者生活在一线城
市，49.4%生活在二线城市，17.6%生活
在三四线城市，2.2%生活在城镇或县
城，0.8%生活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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