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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美 通讯员 周锦）“同学
们，当你们咬着可口的包子时，可曾想过是谁
在凌晨揉开了做包子的团面？”5月 12日上午，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的操场上，校长金志正一
席“国旗下的讲话”，让 1000 余名师生把目光
投向了晨曦中的食堂。

生活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时针回拨至凌晨三点，丽外的校园食堂里一片
热火朝天的景象：蒸腾的雾气里，周师傅正在
搅拌 50斤做包子的面粉，谢阿姨负责切菜、剁
肉馅、包饺子，为了防止米粒粘锅，负责煮粥的
陶阿姨需要连续搅拌 40分钟。菜包、肉包、油
条、豆浆、火腿肠卷、鸡蛋，这些看似普通的餐
点，都需要食堂师傅凌晨起来手工制作。为确
保全校师生在七点前吃上可口热腾的早餐，师
傅和阿姨们每天需要制作 3000 余个手工包
子、800 根油条、3000 枚水煮蛋……每一个包
子的褶皱里，都藏着他们满满的用心。而夜半
沉浸在梦乡里的同学，又何曾见过这样的画面
呢？

为了倡导同学们做生活的有心人，常怀感
恩之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珍惜身边的
人和事，去和他们说声谢谢，于是就出现了文
中开头的一幕。

据介绍，每周一早上开展“国旗下的讲话”
是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常规活动，而今年，学
校特别邀请校长、老师们参与其中，与学生一起

“一周一主题”进行晨会演讲，结合热点、时事和
校园焕“新”之举，让更多美好的校园生活被看
见。

从防灾减灾日到国际护士节，当天国旗
下的讲话，金校长从两个节日切入，告诉每
一位学生，要感恩那些守护我们健康、安全，
给予温暖的所有人。听着金校长的话，学校
的角角落落，一个个美丽的身影不断浮现：
利用学生学习空当修补灯罩、清洗空调的后
勤人员；拉上防护线、修剪桂花的花木工，看

到安全隐患；默默给每个班的班牌插座包上
胶带纸的老师……此时，在同学们的心里都
是那么的可亲可爱。

晨会结束时，食堂方向飘来阵阵饭菜
香。往常总被忽略的打饭窗口，多了许多感
恩的眼神的同时也听到了许多发自肺腑的致
谢声。

丽外创新开展感恩教育

同学们在打餐时纷纷向食堂阿姨表示了感谢。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雷晓霞）“是
世界冠军，是她，是她！”日前，由浙江省政协组
织的“六送下乡”活动来到莲都区处州中学，一
群体育冠军、体育专家及教练团队的到来，引
得学校师生激动不已。

在体育馆和运动场上，来自省队的专业教
练们为学校运动队开展针对性指导。乒乓球
台前精准的落点控制，篮球场上巧妙的战术配
合，羽毛球馆里凌厉的扣杀示范，足球场中流
畅的传接配合……专业运动员的现场教学让
队员们如获至宝。

“手腕要这样发力”“注意观察对手重心”，
教练们的专业指导引来阵阵惊叹，处州中学的
队员们全神贯注地模仿着教练们传授的每一个
动作。

当看到奥运女子体操冠军江钰源、世界赛
艇锦标赛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冠军严诗敏、世
界武术锦标赛冠军毛娅绮、亚运会男子篮球冠
军丁锦辉等荧幕上才能看见的体育明星，现在
就站在面前时，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了。

同学们也为冠军们展示了自己的风采。看
了703班傅雨昕同学的武术表演，武术世界冠军
毛娅绮给予了悉心指导，并与傅雨昕同学合影留
念。

“他们比电视上更亲切”，孩子们围着偶像
热烈交流，冠军们则在“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你
都是冠军”的旗帜和运动装备上签名留念，将
体育精神化作具象的青春记忆。

在互动环节中，省政协的工作人员和各位
冠军还给学校赠送了运动器材，勉励同学们

“失败时多坚持一秒就是胜利”。
学校体育组组长陈剑苗老师感慨：“这些

鲜活的教育素材，胜过千百次说教。”女足队员
肖紫姗表示：“和这些优秀的冠军面对面，我感
触很深，从他们的个人分享中学会了如何在真
正的比赛中与自己较量。”

此次活动既是对“体教融合”政策的生动
实践，也是在为孩子们播撒体育梦想的种子。

“冠军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指导，更为我校师
生送来了一盏照亮人生道路的精神明灯。”处
州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晓飞说，接下去，学校将
继续发挥体育特色，让学生真正实现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据悉，活动当天，部分冠军还来到莲都区
刘英小学开展了“送体育下乡”活动。

世界冠军来我市学校现场教学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杜明明）在这
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时代，青少年作为未来的
主力军，正积极投身于科技探索的征程中。近
日，2025年丽水市中小学电脑机器人竞赛在丽
水第二高级中学举行，来自全市 248支队伍的
516名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智慧与创意角逐
科技舞台，展现了新一代青少年在科技创新领
域的蓬勃活力。

此次竞赛设置了六大科技挑战项目，覆盖
多领域创新实践。科创专项包含“智启未来”
信息科技任务赛、抢滩登陆对抗赛、Super AI
超级轨迹赛、星际探索挑战赛、智能物联小镇
竞赛等，考验选手对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化
控制等前沿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电教专项
聚焦机器人工程实践，双足人形、多足仿生机
器人与轮式/履带式科学实验台、新能源探索

装置的设计，培养机械结构与物理原理的跨学
科思维。乐高专项则通过 FLL 少儿探索科创
活动与青少年机器人挑战，引导低龄学生以模
块化搭建启蒙工程兴趣。所有项目均要求团
队协作完成编程调试、机器人组装与任务执
行，选手需在限时赛中展现精准操作与应变策
略。赛事组委会致力于打造“教育性+竞技性”
融合平台。

比赛中，选手们以代码指挥机器人完成物
流分拣、能源探测、星际救援等模拟任务，赛场
内算法逻辑的碰撞与机械臂的精准运作交织
成科技教育的生动课堂。选手们根据比赛给
定任务，进行现场编程、设计、组装，调试并运
行机器人完成相应的任务，每一个步骤都需要
全神贯注，每一个决策都关乎比赛的胜负。

丽水市教育局金松名师工作室的负责

人表示：“机器人竞赛将抽象的科技理论转
化为具象的挑战，让学生在‘做中学’培养创
新思维。”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赛促学模式能有效激发青少年探
索科学的热情，为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后备人
才。”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丽水市教育局、市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市教育技术中心协
办，并得到丽水市青少年创客教育协会、丽
水二中及市教育局金松名师工作室的全力
支持。

竞赛不仅为青少年提供展示科创能力的
舞台，更深远地推动了区域科技教育生态建
设。通过赛事实践，参与者系统性提升了电
子信息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也埋下了未来
科技创新的种子。

2025年丽水市中小学电脑机器人竞赛举办

516名青少年角逐科技舞台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苏佳）“我方不认同正方
的观点，我方认为缺爱的人更懂得爱人，因为……”日前，
遂昌中学心理活动中心气氛热烈，学生社团正在进行一
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赛。此次辩论聚焦的话题是“缺爱的
人更懂得爱人还是不缺爱的人更懂得爱人”。

正方“学生汤显祖研究会”的四位辩手开篇立论，以
流畅的语言阐述了“不缺爱的人更懂得爱人”的观点。他
们认为，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内心世界充盈，拥
有稳定的情感模式，从自身经历中学会了爱的表达方式，
明白如何给予他人尊重、理解与支持。

反方“弗洛伊德心理社”的辩手们也毫不示弱，据理
力争。他们指出，缺爱的人因为经历过爱的匮乏，更能体
会到爱的珍贵，所以在爱他人时会更加用心。他们用生
活中许多例子，有力地论证了“不被爱的人更懂得爱人”
的立场。

双方辩手你来我往，思维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正方巧
妙提问，反方则灵活应对。自由辩论阶段，辩手们妙语连
珠，围绕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最终，反方“弗洛伊德
心理社”凭借出色的团队协作、扎实的论据和精彩的临场
发挥，赢得了本次辩论赛的胜利。

“同学们，缺爱和不缺爱，并非绝对的对立。真正
‘懂得爱人’，既需要缺爱者的深刻共情，也需要不缺
爱者的稳定输出，但无论如何，爱他人的前提，是学会
爱自己。”学校心理老师吴竞舸在赛后分享了自己的观
点。

据了解，此次辩论赛是学校“525心理成长季”系列活
动之一，以“我爱我”为核心理念，通过思辨形式为学生搭
建自我展示平台，在提升逻辑思维、语言表达与团队协作
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在思想交锋中深化自我认知、关爱
心灵成长。

青春辩论赛
在碰撞中关爱心灵成长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林奕）“哇，好香啊，我
都忍不住想吃了！”近日，青田县祯埠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回归自然，乐享野炊”亲子活动，家长和孩子们走进
自然，回归乡野，在欢乐的气氛中共同解锁“成长密
码”。

搭灶、生火、洗菜、炒菜……这些平时在课堂上很少
接触的生活技能，变成了孩子们的“必修课”。经过一番
忙碌，蚕豆饭、馄饨、关东煮、糊汤等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
美食纷纷出炉。大家围坐在野外的草地上，开心地品尝
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美食，让教育回归自然与烟火，感悟生
活的多姿多彩。

回归乡野的教育
让萌娃欢乐成长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吴典蔚 吴申亮）日前，
青田县船寮镇小学教育集团与嵊州市鹿山小学联合开展
了为期三天的“越韵流芳，戏游嵊州”主题研学活动。

研学队伍首站来到越剧博物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
的文化对话。在专业讲解员的引领下，学生们漫步于展
陈长廊，透过泛黄的历史文物、珍贵的影像资料，解锁越
剧从无到有的传奇密码。

当越剧体验课拉开帷幕，现场瞬间被热烈的艺术氛
围点燃。在越剧小镇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分组学
习经典唱段和身段动作，个个全神贯注、投入其中，展现
出极高的学习热情。

在老师耐心地示范讲解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尝试
演绎越剧经典剧目《红楼梦》的精彩选段。现场气氛轻松
愉悦，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

除了进行越剧体验课外，随后，孩子们还在工匠师傅
的悉心指导下，开展了“木艺研学”。学生们化身小小手
艺人，专注地雕刻着以越剧人物为主题的木雕人偶。来
自船寮镇小学的王紫瑜兴奋地展示着手中的作品说：“我
要把这个会‘唱戏’的木雕送给爷爷奶奶！”

从课堂上的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体验的参与者，这种
主动探索的精神令人欣喜。五年级的陈智涵在研学心得
中写道：“越剧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是我们唱过的歌、
做过的工艺品、交到的朋友。”

越韵研学
让学生体验越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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