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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距离新春佳节又更进一步。近期漳州
各大中小学校也开始陆陆续续放假，孩子们还带回了
学校的一封告家长书，告家长书上不止一次地劝导各
位家长确保孩子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近日，漳州市
教育局也发送了《寒假期间，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
注意》的微信推文。

假期安全一直是学生家长绕不开的话题，为此记
者走访采访了部分学生家长，看看他们对于孩子们假
期安全这方面是怎么注意的，是否有些小妙招？

居家安全不容家长忽视
家是孩子们最温暖的港湾，一到放假不少孩子都

想多几次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体验。但有些时候，自然
醒的孩子就会发现爸爸妈妈都出门上班了，家里就出
现只有孩子一人在家的情况。这个时候一些居家安
全的注意事项，就需要家长跟孩子们多多提醒。

“爸爸妈妈明天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不要在阳台或窗户边玩耍，不要向窗外丢东西，关好
门窗，不能一个人单独出门。十点左右奶奶会过来，
等她来了，要出门再跟着奶奶一起出门。”在放假后的
第一天，王先生对于小王同学还是千叮咛万嘱咐，生
怕孩子一个人在家出了点问题。

王先生向记者表示，有时候他挺希望孩子快点长
大，能够自觉独立地生活。王先生告诉记者：“我和我
爱人都是上班族，之前老人家没过来之前，寒暑假孩
子一个人在家真的不放心，有时候就直接送回老家
了。现在就算他奶奶偶尔来带孩子，我们在出门前还
是需要多跟他唠叨一下。”说完，王先生又跟小王同学
提醒陌生人按门铃不要开门。而面对父母的叮咛嘱
咐，刚上六年级的小王同学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我已
经觉得我自己能够独立自主了，但爸妈还是觉得我一
个人在家需要奶奶过来陪。”

当然，除了王先生跟小王同学提醒的居家注意
事项以外，还有不少居家注意事项是值得注意的，
比如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对于家里的电器燃气设备
需规范使用等，这些都是父母应当给孩子普及的安
全知识。

交通安全仍需家长注意
放假期间，免不了外出游玩，抑或是在家附近玩

耍。而此时交通安全这一项又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个
安全事项。加上寒假期间，又正值春运高峰，拥挤的
交通，带孩子回老家的家长更需要注意。

“妈妈，外出骑电动车不要忘了戴安全帽。”戴着
自己的小安全帽，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小黄同学把她妈
妈的安全帽给递了过去。在外出路上，碰到那些闯红
灯、两车并行、不按道行驶、逆向行驶等不文明交通的
行为，小黄同学都会跟她妈妈杨女士说：“那个外卖员
叔叔又看路面没车，就闯红灯了！”似乎自己就是小小
巡逻交警一样。“学校在假期开始之前，特地开过相关
的班会活动。孩子能有这么文明的交通意识，也要感
谢学校教得好。”杨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有不少孩子放假后，会在上班时间到父母工
作的地方，特别是对于部分在街道两旁开店的个体
户。但最近有不少人跟记者反映，在商业城部分街道
的个体户门前，无人看管的回笼神兽们有时会在路边
跑来跑去，甚至丝毫不顾及周围来车，十分危险。前
去商业城购买商品的周女士就告诉记者：“好几次路
过店面，被店里面突然冲出来的小孩子吓了一跳，如
果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可能就要撞到小朋友了。”周女
士还表示，无论是四车道的大路，还是巷子里的小路，
都不应该是小朋友们嬉戏玩耍的地方，小朋友的家长
需要对孩子们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这个教育不管是假
期还是平时，都需要落实到位。

身心健康更要引起重视
到了放假，吃好喝好也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寒

假期间，回到老家的小朋友们，面对爷爷奶奶亲自做
的大鱼大肉，以及无拘无束的生活，身心都能得到极
大的放松，但这其中也不能忘记饮食安全和心理健康
两个方面的安全内容。

李先生在读初中的女儿小李同学，平时成绩压力
大，甚至一度想要休学。这次放假，李先生便打算带
着孩子回到乡下老家，享受田园风光，让小李同学放
松一下心情。“平时孩子的学习压力也都看在心里，我
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我们清楚放假期间就应该让孩子
好好玩耍，放松身心。如果孩子要回市区住，我们再
来把她接回去就行了。”李先生也将这个安排告诉了
小李同学，小李同学表示，有时候回乡下生活一下似
乎也是一种蛮不错的选择。

此外在寒假期间，漳州市教育局在微信推文《寒
假期间，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注意》中还提到关于
防疫安全的内容：“寒假期间，请广大家长督促孩子少
外出、少聚集，确需外出时，要严格按照各级疫情防控
要求，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严防物品传疫，谨慎
接触冷链食品及境外网购物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

防护能力。” ⊙本报记者 刘健宁

近日，记者在一间店铺前注意到，刚刚考完期末
考试，准备放假的初中生小陈同学，已经开始拿着手
机坐在店门口打游戏。再一次路过该间店铺的时候，
小陈同学和父母出门散步，而在散步的时候，小陈同
学的双眼仍然一直盯着手中的手机。

虽然现在已经有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保护，加
上各种有效的监管方式，但一到放假，孩子们仍然有
着足够多的时间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畅玩，类似于

“七十岁老人在凌晨四点的游戏中拿五杀”这种情况

也不是没出现过，而这正是孩子在假期借了大人的手
机，运用一些套路躲过了防沉迷系统。

假期到了，相比于学期中能够使用手机的时间也
变多了，同时现在网络诱惑增多，网络诈骗的手段也
是层出不穷，假期期间，家长更应该要注意孩子们对
于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不要让孩子们沉迷于网络
世界，相比于虚拟的网络世界，现实世界不更加丰富
多彩吗？

⊙本报记者 刘健宁

记者手记：

谨慎注意学生网络安全

▶1 月 18 日，漳州高新区九湖镇林下小学举办
“福星高照，福佑中华”书写“福”文化暨迎新春灯展
活动。此次书写“福”字和灯展活动集展览、娱乐、文
化、教育、交流等于一体。“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对
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普及人文教育和传统文化，提高
了全体师生文化素质，营造学校良好的文化氛围。”
林下小学校长欧阳锦华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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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詹懿夫）1 月 18 日下午，厦大附中
2021 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北京大学
的校友陈炫齐返回母校举行作品集

《跳房子》（再版）签售会。
《跳房子》于 2021 年 5 月由海峡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2022 年 1 月 重
印。作品集是陈炫齐自初二至高
三期间在厦大附中创作的，以时间
为组织顺序，分为散文辑“草味空
气”小说辑“边界的小失常”与随笔

辑“延长的念头”三个部分。散文
部分可概括为对生活的记录与描
绘；小说部分可以称为对世界的观
察与想象；随笔辑呈现了对“思考”
的初步探索。

签售会上，陈炫齐校友从写作
的初衷与意义、附中写作经历以及
北大学习生活三个方面与现场师生
进行了交流。她说，写作不是任务，
更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一种生
活方式，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写作

需要大量的阅读作为支撑，应试作
文与自由写作并不冲突。陈炫齐校
友回顾了母校六年的阅读和写作经
历，特别怀念厦大附中良好的阅读
环境和写作氛围，希望学弟学妹们
好好珍惜。在分享北大生活的过程
中，陈炫齐校友深情地说，母校美丽
的校园、快乐的学习氛围和可爱可
敬的老师，并不逊于北大。

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纷纷向
陈炫齐校友提问，写作时间从哪里
来、有哪些值得一读的书籍、如何捕
捉灵感并将灵感变成一篇文章等问
题，她都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同学
们收获满满。陈炫齐校友为现场购
书的同学一一签名，并写下对学弟
学妹们的祝福与期待。

据介绍,陈炫齐 2003 年生于漳
州平和，自幼爱好阅读与写作，曾获
第二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
等奖、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
文大赛特等奖、第二十二届“语文报
杯”全国中学生主题征文一等奖，被
评为中国校园文学特约小作家，曾在

《课堂内外》《全国优秀作文选》《未
来导报》等各级刊物上发表文章。

厦大附中创校之初，校长姚跃
林就确立了“校园写作，润泽生命”
的办学特色。近年来，校园写作在
厦 大 附 中 已 蔚 成 风 尚 。 据 统 计 ，
2015 年至今全校学生共发表作品
1500 余篇，涵盖《萌芽》《中国校园文
学》《作文通讯》《散文诗》《闽南日
报》等全国几十家报刊；获新概念作
文大赛、创新作文大赛、语文报杯作
文比赛等众多赛事最高奖，多人次
获得梁衡作文奖、汪曾祺散文奖、骆
宾王诗歌奖等综合性写作大奖。

龙师附小：

作业“超市”花样多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我们注重弹性设计，

因材施教，请小朋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特
长、生活空间进行自主选择合适的项目……”近
日，省学科教学带头人、龙师附小高级教师邹瑞荣
告诉记者，在今年的寒假作业里，她附上了一份

“寒假作业超市说明书”，家长和孩子对作业的要
求以及设计意图会一目了然。

“寒假作业超市说明书”注意事项第二条这样
写道：“本品主要涵盖了对本学期旧知识的巩固练
习、下学期新知识的自主探究以及运用已有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三部分内容，请使用者以数学的眼
光观察世界、观察生活。”邹瑞荣说：“这样做的主
要目的就是鼓励孩子学以致用、大胆探索。”此外，
邹瑞荣还向记者讲述了数学作业中的一部分：二
号商品，小成果展示—— 绘本创作（A4纸制作，5
页以上），温馨留言：既然是创作，要有一定的页
数，完成后要求家长协助装订成册。要有一定的
创意，蕴含数学知识或道理。内容可以是某个单
元的知识点，比如“我的一天，用钟面时间记录自
己的寒假生活”“长度单位家族的故事”，也可以挑
战下学期的数学知识点，比如“除法王国历险记”

“图形变变变”等。

龙海一中：

层级作业更走心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在“多读书”“多运动”“多探究”“多

实践”的目标导向下，龙海一中将“多元智能评价”落实到初中
部寒假作业中，制作了三级作业单：一是学科好习惯作业，每
日学习 20 分钟基础学科；二是终身好习惯作业，立足于学生
长远发展，设计了体育锻炼、写字、读书三项作业；三是“研究
探索”项目式实践作业。

“每日学习 20分钟基础学科”“写下你对冬奥会的期望或
者祝愿，做一个冬奥书签。”“每日打卡小习惯，打造学生健康
多元的生活空间，激发高频次的外界互动……”据龙海一中副
校长洪达勇介绍，“双减”政策下，老师们为布置“有趣”“有创
意”的作业，动了不少脑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布置寒假
作业，希望能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喜欢和认可，在完成作业的
过程中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和水平。

南靖实小：

虎年作业更有趣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池美琴）“做热爱祖国的

‘爱国虎’”“做热爱阅读的‘智慧虎’”“做热爱体育的‘运动虎
’”“做热爱艺术的‘文艺虎’”“做热爱劳动的‘勤劳虎’”……近
日，南靖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收到学校少先队大队部发出的一
份有趣的寒假作业清单。

据南靖实验小学王菁老师介绍，为了使同学们度过一个
充实而快乐，健康而有意义的寒假，各年级老师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精心设计作业，通过家长微信群向同学们发出倡议：
一起用“实践”书写属于我们的寒假故事，留下成长的足迹。

“结合虎年特点，每一只虎都有针对性，如在‘爱国虎’的作业
中，低年级的寒假作业是‘画春节’，三至六年级的同学观看

《建党伟业》《建国大业》《建军大业》《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
等红色影视剧后，制作手抄报。”王菁说。

送法到家助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黄水成 黄小静）近日，在 2022寒假来临前夕，平和

县妇联、团县委、检察院、民政局、教育局、应急局、法院、长乐乡
联合开展“把爱带回家——送法到家让孩子健康成长”2022 年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据悉，当天共开展朗诵《祖国啊！我属于你》、共读一本红色
书籍、向学生代表们送红色书籍《神秘的电波》、向困境留守儿童
发放慰问金、慰问品、合唱《共产主义接班人》、红色家风故事分
享、法制宣传讲座等内容，让同学们在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的
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红色革命历史，增强法制观念，争做合格的
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月 18 日上午，闽南师大龙文附小的同学们利用闭
学式前的间隙，为老师们写福字，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书书““福福””观灯迎新春观灯迎新春
学姐回校签售《跳房子》

校园写作成风尚

在小区中，小朋友正骑着自行车玩耍。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孩子们在旱冰场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签售会上，陈炫齐（前左）与厦大附中学弟交流。 叶欣欣 摄

寒
假
作
业
亮
点
纷
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