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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馆，一家子在吃饭，其中一个幼儿哭
闹，妈妈用手机播放短视频，孩子停止哭闹，一
家子安心吃了顿饭；在排队，孩子不耐烦，家长
把手机塞给孩子，人手一机，各自安好。这样的
现象，在各大场合已经屡见不鲜，每当孩子哭闹
时，只要给孩子播放动画片，孩子就会立刻安静
下来。记者了解到，不少幼儿在入园体检中，被
发现视力下降，不得不戴上“小眼镜”。

现在电子产品仿佛已经是生活中的柴米
油盐一样，成为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但
对于孩子，特别是1至3岁的婴幼儿是否应当
接触电子产品？记者进行了调查了解。

手机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

每次带着自家两岁的小宝宝出门，陈亭
的包里除了孩子的日用品，还会多带一个平
板。“主要是外出如果孩子哭闹，让她安静的
最好办法就是给她一个平板，并调出一些动
画片。”陈亭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
妥，她表示自己知道平板会影响孩子视力，所
以每次都会把亮度调低，距离拉远。

亮丽的图案、吸引人的动画、丰富的早教
游戏……几乎没有孩子不被光怪陆离的电子
产品所吸引。当然也有不少家长选择亲子陪
伴，来代替手机“带娃”，在他们眼中，手机“带
娃”可不一定会带出好娃。

小武对于孩子的教育一直有研究，在他家
中，不到 3岁的小宝宝不允许使用电子产品。

“无论是我自己带娃，还是让家里老人带娃，我
都要求一点，不能在孩子面前使用电子产品，也
不能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小武觉得，小宝宝
对于什么都很好奇，如果大人使用电子产品，小
宝宝对电子产品也会产生兴趣。

此外，无论小武在外工作到多晚，只要回
到家孩子还没有睡觉，他都会陪孩子玩一
会。“频繁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语
言能力、社交能力的发展。再说了，我才是孩
子的父亲，电子产品不是，孩子的成长离不开
我的陪伴，这是我的责任。”小武告诉记者。

家长不妨坚持“3-6-9-12”原则

对于孩子“沉迷”手机，该怎么办？记者

采访了眼科医生和幼儿园老师，来听听他们
对于婴幼儿接触电子产品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3岁以内的婴幼儿，不允许他们
看任何电子产品，因为对于婴幼儿来说，过早
看电子产品会较快地消耗他们的远视储备，远
视储备消耗得越快，越容易导致孩子过早近
视。此外，对于人眼来说，屏幕越小对于眼睛
伤害越大，因此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要用电子产
品学习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使用大屏
幕投影等方式学习。”漳州市妇幼保健院眼科
主治医师杨光耀向记者阐述了他的观点。

此外，杨光耀还提供了一个“3-6-9-12”
原则供家长参考：3岁以内的孩子不允许使用
电子产品；3 至 6 岁的孩子不允许玩电子游
戏；6至9岁的孩子以学习为目的一次可使用
30分钟，娱乐为目的一次20分钟；9至12岁的
孩子，家长需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使用电子产品时，可以遵循‘20-20-20’
原则，即每 20分钟眺望 20英尺（6米）以上的
景物至少20秒。”杨光耀补充道。

“过早接触电子产品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视
力，也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社交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漳州市机关第二幼儿园的李青老
师告诉记者。李青老师也觉得让孩子特别是1
至3岁的婴幼儿过早接触电子产品不可取，那
家长应当怎么做，才能避免让孩子过早地接触
电子产品，李青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
先，父母应当发挥榜样作用，尽量避免在孩子
面前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引起孩子对于电子产
品的兴趣。其次，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无论是
父母带还是老人带，都要有规划地带孩子到户
外去，转移孩子对于电子产品的注意力。最
后，父母也可以用书籍绘本、益智玩具游戏来
代替电子产品，在亲子互动游戏中增进亲子情
感，也可以做到给孩子启蒙的作用。”

面对小朋友在看视频时，被人影响就哭
闹的情况，李青老师觉得孩子可能之前用这
种方式“得逞”过，所以才会在别人影响自己
时，采用哭闹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
该用其他孩子感兴趣的玩具，转移孩子的注
意力。并且在孩子逐渐长大后，要懂得和孩
子做好约定，养成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的习
惯。”李青老师说。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图

手机“带娃”不省心

“为你唱首歌，飞鸟拍手合，轻松来
做一回慢客……”近日，长泰第一中学
兴泰分校音乐老师吴屹彬老师原创的
歌曲《慢客小城》，通过央视频发布，引
发广泛关注。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央视
频）推出的大型音乐文旅类节目《来福
建歌唱山海》于 2023年 11月走进长泰
区进行拍摄。描写长泰慢生活的这首

《慢客小城》，符合长泰“城市气质”，被
节目组选中，成为此次走进长泰的节目
之一。

节目组邀请长泰本地乐队参与节
目录制。吴屹彬作为长泰区音协 L·
乐队的核心成员，在乐队里演奏的是
主音吉他。“这首歌的歌词是经过几次
修改的，曲是较早之前就写的，接到邀
请之后，在团队成员的头脑风暴之后，
由我把词曲敲定后，主唱何奇超、节奏
吉他李紫坤、键盘王玮璐、贝斯王芙
玲、鼓手林秀敏，我们大家经过仔细的
排练磨合，呈现出比较满意的效果。”
吴屹彬说。

据了解，《来福建歌唱山海》节目贯
穿“以音乐为名与城市共鸣”的理念，由
央视频精心制作了5期好听、又好看的
音乐旅行轻综艺内容。“总台主持人+
音乐人+地方嘉宾”组成山海寻音团，
带着“用音乐表达城市气质”的任务，走
进永泰、长泰、晋江、三明、平潭五个城
市。其中，走进长泰的节目融合慢综
艺、短视频、线下主题活动等形式，强化
地域性、场景性和文化性，带领观众游
千年古邑、状元故里，用第一视角领略
长泰的山水形胜、青山叠翠，感知红砖
瓦、鹅卵街的乡野古韵，领略“慢客长
泰”文化。通过体验不同的自然景观、
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从旅途中汲取灵
感，找寻属于地方特有的山海之歌、自
然之歌、人文之歌。

谈及参与演出的感受，吴屹彬仍难
掩激动：“我们乐队参与了长泰最后一
个点的录制，以天空为幕布，以山海大
地为舞台，一场在山海之间展现城市气
质的户外音乐表演，给参与者和受众都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山海寻音 慢客小城
长泰老师原创歌曲上央视

本报讯（记者 庄朝惠）近日，
闽南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举行
2023—2024 学 年 家 长 开 放 日 活
动，邀请部分家长走进综合科课
堂，与孩子们一同上课，了解课堂
教学和课改动向，增进家长与教师
的理解与信任，搭建起家校沟通的
桥梁。

本次开放日活动采用听课和
座谈相结合的形式举行。首先随
机选取英语、音乐、科学、道法、美
术任课教师各一名进行课堂教学
展示。课后，教师与家长进行沟通
交流，听取家长对课堂教学内容的
反馈。同时，听课的教师对各位教
师执教的公开课进行点评。

英语公开课上，闽南师范大学
龙文附属小学英语教师卢深深执
教的《Unit 8 The spring festival》
一课，采用看视频、听音乐、角色扮

演、做小游戏等方式，带领学生沉
浸在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其生动的
教学模式、有序的课堂秩序得到了
家长们的认可。“课堂的设计很新
颖、很有趣，学生能较好地沉浸在
教学中，跟随教师的思维走。”家长
林细娇连连赞许。

闽南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
教导主任谢洁红介绍，以往的公开
课是对教师开放，听课教师的关注
点大多是在执教教师身上。而家
长听公开课时，关注点则会侧重在
学生身上。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
就是为了让家长走进课堂，并诊断
课堂，观察教师是否从学生的角度
来执教。通过家长们走进课堂，调
动家长参与学校、参与班级事务的
积极性，吸纳家长的合理建议，完
善学校管理，让家长与学校真正携
手同行。

沉浸式体验沉浸式体验““诊断诊断””课堂课堂

三岁的宝宝正在刷短视频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 郑
琳新 图）为增进亲子互动，紧密家
园沟通桥梁，日前，芗城区第二实
验幼儿园举办“福龙贺岁，辞旧迎
新”元旦亲子游园活动。

游园活动中不仅有签到打卡、
福气小屋、年味小铺、妙剪生花、巧
手制灯笼等各种特色摊位，还有小
小搬运工、赶鸡入笼、摸石过河等
好玩的亲子游戏。此次亲子活动
的游戏都很有特色，每个游戏都体
现老师的用心良苦，让家长与孩
子、家长与老师建立起相互尊重、

相互信赖的感情，找到良好的沟通
交流方式。

在“揪尾巴”游戏中，孩子们跃
跃欲试，由家长背着孩子去“揪”对
方的尾巴（如图）。这样的游戏也
让家长刘女士对于亲子教育有了
更多新的体会，“在游戏中，家长不
能忽略孩子才是游戏的主体，即使
家长抢到再多‘尾巴’，如果没能关
注孩子身边的动向，孩子不能好好
保护自己身上的‘尾巴’，也是徒劳
的，让孩子知道，抢到‘尾巴’和保
护自身同样重要。”

亲子游园亲子游园 陪伴共育陪伴共育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一本
书，一个世界，一场游戏……近日，
龙文区蓝田中心幼儿园开展“‘阅’
动童年，‘悦’享成长”绘本主题亲
子运动会。

一首首动感的亲子热身操，瞬
间点燃了亲子运动会的现场气氛，

“大小朋友”跟着韵律温情互动，拉
开了绘本主题亲子运动会的序幕。

在大班组项目赛“飞夺泸定
桥”中，家长和孩子代入角色，化身
红军英勇奋战，穿越由绳子系成的

“火线”，翻越由泡沫垫出的“高
山”，畅想绘本中红军飞夺泸定桥
的场景。中班组项目赛“西游记”
中，大小朋友畅想《西游记》中唐僧
师徒西天取经的情节，勇闯由泡沫
垫、轮胎、铁桶制作而成的“火焰
山”“通天河”，一起开启了一场梦
幻西游之旅。小班组的亲子游戏，

则是开启“母鸡萝丝去散步”的旅
程，在绘本故事中，母鸡萝丝散步
的时候走过了许多地方，勇踩钉
耙，巧绕池塘，爬过干草堆，越过
篱笆墙，在老师悉心打造的游戏
场地上，体验了一把绘本中的情
节和乐趣……精彩纷呈的游戏环
节，既让孩子“脑洞大开”，又激发
孩子们的运动热情，运动场上欢
声笑语不断。

家长李女士说，绘本是孩子最
喜爱的书籍，通过绘本延伸出的各
项活动更能吸引幼儿阅读兴趣。

“幼儿园举办的绘本亲子运动会非
常有创意，教师按照绘本的主题选
取合适的表演游戏，孩子凭借对
话、动作等展现绘本中的情节，这
个过程激发了孩子模仿的兴趣，同
时也帮助孩子更深层次地理解发
挥绘本内容。”

共绎绘本共绎绘本 悦享成长悦享成长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方欢华
文/图）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培养
学生的创新探究能力，日前，漳浦县城关中
心学校开展以“乘科技之船，创艺术之美”
为主题的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

本次科技文化艺术节共推出四大项活
动，包括科技节游园活动，师生书画、剪纸、
阅读卡优秀作品展览，低年段合唱比赛，高
年段经典诵读比赛。

在一阵阵欢呼声中，科技节游园活
动在操场上拉开帷幕。一个个新奇有趣
的科学小作品排列展示，一个个神奇的
小实验接连上演，一次次科学小操作扣
人心弦……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的惊叹
声、欢笑声、鼓掌声不绝于耳。无论是“过
山车”“摩天轮”、升降台、火箭模型，还是电
子机械、手工制作，同学们在科技节上感受
到动手创作的乐趣。

四轴无人机是通过控制四个电动机的
转速和方向来实现升力的平衡，每个电动
机的转速和方向决定了它所产生升力的大
小。在讲解原理后，孩子们来到障碍区实
践体验，他们专注地操纵着无人机在障碍

中穿行、前进、翻转、上升，小小航天梦也在
他们心中落地生根。

“3D 打印是利用数字模型文件为基
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
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
技术……”老师们一边耐心讲解，一边让
少年们直观感受 3D 打印机现场打印技
术和场景，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小小的
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好奇,孩子们甚至
想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 3D 打印的无
穷魅力。

“回形针水上漂”活动的主角是回形
针。这个物品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它身上
蕴含着很多科学原理却不为人所知。活动
现场，同学们围在桌旁，小心翼翼地放置回
形针，一个、两个、三个……小小的回形针
不仅漂荡在水中,也在同学们的思维脑海
中不断迸发创新的想法。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科技节
活动，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自我展示的平
台，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设计
能力，更让他们在比赛中享受到无限乐趣，
拉近了孩子们与生活知识的距离。

感受动手创作的乐趣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陈慧慧 文/图）近日，漳州台商投
资区角美第二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举行了首届“慧玩新时代”
科技节。科技节以“科技兴校”为宗旨，15个精品社团带来了
24个项目活动，展现了智能时代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本次活动分成“慧玩+嗨动绿茵”“慧玩+精英挑战”“慧
玩+战绩飞扬”和“慧玩+趣味科普”四个部分，通过丰富多
彩的活动带动校区同步发展，营造育人文化，引领师生成
长，激发学生的科技兴趣，让每位师生都热爱科学。

科技节现场，学生们带来了“火山”喷发、神奇的电、空气
炮、旋转陀螺等科学小实验，为观众们解释了许多生活现象。
漳州科技馆则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在现场开展了“玩转科
学·快乐探索”科技进校园活动。此外，学校舞蹈社团的孩子
们带来的手势舞串烧、石美幼儿园的小朋友的《Q版机器娃娃
秀》表演和轮滑社团学生的轮滑表演让人眼前一亮。表演环
节结束后，现场开展了有趣的“快乐探索”环节，学生们穿梭其
间，体验实物展示、科普互动，自由探索科学世界。

据悉，2021年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第二中心小学被评
为福建省第一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近年来，学
校坚持以学生为本，提供丰富的科技课程，搭建展示科技潜
能的舞台，培养选送优秀学生参加各级各类青少年科技探
究实践竞赛活动，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和科学创新素质，在科
技创新等方面屡获佳绩，其中共有14人次在国家级赛事上
获奖，30人次在省级赛事上获奖，86人次在市级赛事上获
奖，多人次在区级赛事上获奖。

角美第二中心小学书记、校长康丽清表示，角美第二中
心小学把人工智能教育作为学校特色重点发展。2018年，
学校开始尝试人工智能教育，是漳州台商投资区最早开展
人工智能教育的学校。如今，学校通过组建人工智能教师
团队，引进多方资源，已然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
科学”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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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校园风景线 M家长进校园

◀吴屹彬在乐队里
演奏的是主音吉他

▲乐队演绎《慢客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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