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导报讯 为了让学生们充分享受这

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同时也为培养他们的探

索与创新精神，近日，太原市迎泽区朝阳街小

学三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科技模型制作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包括航天模型、机械模型、植

物模型等。

在制作航天模型的过程中，学生们首先

要选择合适的模型，准备所需的材料和工具，

仔细查阅资料，组装飞船零件，打磨和修整，

完成后上色和添加细节。这个过程需要一定

的耐心和技巧，学生们都非常认真地完成了

每一个步骤。

在制作机械模型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运

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并制作出各种

有趣的机械装置。他们的作品包括气球车、水

轮、风扇等，这些装置不仅实用，而且充满了创

意和趣味性。

在制作电子模型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学

习电路知识，并利用各种电子元件制作出各种

有趣的电子玩具。他们的作品包括音乐盒、灯

光秀、遥控车等，这些作品不仅有趣，而且具有

一定的科技含量。

此次科技模型制作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度

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也让他们的科

技素养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他们的作品不

仅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和创意，也让大家看到了

他们的努力和坚持。

（通讯员 李瑶）

科学导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课改精

神，深入学习新课标，理解把握新课程理念，聚

焦“大单元”教学，探寻深度学习新路径，提升

学校骨干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发展活力，8月 3

日至 7日，在太原市综合高级中学副校长徐裔

飞的带领下，该校部分骨干教师齐赴古城西安

进行了“中小学单元教学设计与项目化学习”

为专题的研修学习。

徐副校长在开班仪式上致开幕词，对参训

教师提出希望和要求。希望每位教师珍惜本次

培训的机会，在培训结束后继续深入思考，把

学习收获内化成为自己的教育智慧，并且努力

实践到自己今后的工作中。

培训期间，专家老师们分享了先进的教育

教学管理理念与方法，围绕学校在“双新”背景

下课程设计、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教学

设计、家校共育动力激发策略等主题和老师们

一起研讨互动，实现了学习成果资源共享，了

解名校的课堂文化、课程建设和课堂学习阵地

建设等多方面的教育教学情况，参训教师们都

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活动的开展，让教师们对“大单

元”整体设计的学习方式变革和课堂教学的

实践创新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加清晰的

定位。

（通讯员 冯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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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近日，“强哥的思考”在视频号播发了一条视频，名为《别人家的孩子》，引发很多观众共鸣，迅速成为“10万 +”爆款作品。
为何？因为该视频以两个截然相反的事例，引起作者反思：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问题，不会有统一的答案，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本报编辑部把该视频转换为文字，推荐给读者阅读。
同时，随同该文刊发 3篇文章，分别从父母、孩子和第三方视角，就如何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感、如何回报父母的爱？如何理解

这份“回报”的期许等 3个话题发表见解，以引发更多思考。
【 】

策划 李恒灵

今年春节，我走亲访友，碰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让我深刻反思：我们养孩子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应

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那个远房亲戚是一位退休教师，他们夫妇都

是我们县城重点中学的退休老师，她的老伴在前几

年走了，留她一个人，春节过年她寄居在她姐姐家

里过年，形影相吊孤苦伶仃。谈及她的家庭也是令

人非常感慨，她有一个曾让人非常羡慕的儿子，天

然的教育优势让她的儿子从小就成为了别人家的儿

子，高考以县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一度是光宗耀

祖的典范，也曾是我母亲教育我的楷模。90年她儿

子出国留学，在美国拿了一个博士，毕业之后就一

直定居在美国，听说现已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成

家立业。耗尽了她和她老伴毕生的积蓄，培养出来

的让大家羡慕的儿子，如今自己却落下一个非常凄

惨的晚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悔之晚矣”。儿子定居

美国之后就很少回来看他的父母，她十分期待和儿

子团聚的时刻。直到孙子出生，她才去了趟美国，

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去美国。她以为可以在美国儿孙

团聚安享晚年，但是现实却与之相反。她的儿媳妇

是香港人，有点歧视内地县城的普通老太太，而且

她在那边语言也不通，也没有朋友，儿子早出晚归

无法顾及她，一个月的天伦之乐，成了她儿子对她

唯一的亲情回报。后来儿子一共回来过两次，一次

是家里的老宅拆迁，拿走了老两口的拆迁款，去美

国买了个别墅；还有一次就是父亲去世，父亲临终

前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带着永远的遗憾，

离开了人世。

与之相反的是她的姐姐，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

农村老太太。姐姐的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农民，大女

婿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学了一门手艺成为了包

工头。家里四姐妹都跟着老大混，在外面包工地搞

装修，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个曾经让人看不起的

家庭，现在儿孙绕环膝下，全家在县城安营扎寨。

每年过年她姐姐都把她接到她家里跟他们一起过年，

虽然这种短暂的亲情交融能够抹去她内心深处的失

落，但是现实却一次次给她灵魂拷问：为什么要将

家里唯一的儿子送出国？为什么曾经骄傲的她晚年

却如此凄惨？为什么要生孩子？生孩子的意义到底

何在呀？

怎样培养孩子，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什么

样的孩子才是真正的优秀的孩子呢？我们现在很多

的家长都想要将孩子教育成“别人家的孩子”，考上

985、211就炫耀，考上清北那就是光宗耀祖。但是，

很多的家长都忽视了孩子最基本的品德教育，望子

成龙首先应该是望子成人。百善孝为先，如果泯灭

了最基本的孝道，生子何用。杨晓生的 《人世间》

曾经说过：孩子若是平凡之辈，那就承欢膝下；若

是出类拔萃，那就让其展翅高飞。到底是承欢膝下

还是展翅高飞呢？有道是，父母在不远行，养儿防

老，积谷防饥。如果我们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

了对孩子的亲情教育、伦理教育，即便孩子再有

“出息”，在享受了那个须臾的“虚荣”和“体面”

后，自己终究会形影相吊，孤苦终老。

我觉得无论是富养还是穷养，首先应该是教养。

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以道德传家却可以传十

代。德是一个人的根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德才能

有得，厚德方可成家。我们如果过分地强调对孩子

天性的释放，忽视了孩子“责”和“德”的培养，

这种毫无信仰的绝顶聪明，终究是不可善终的。父

母的爱是伟大无私的，但是一定不是无偿。开学了

当您还在拼命地给孩子的行李箱塞满母爱的时候，

当您的孩子和你毫不留情伸手要钱的时候，您是不

是也要问一下你的孩子？孩子等父母老了，你如何

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

父母视角：
如何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感

为人父母，在这无私付出爱的过程中，或许我

们也应该适时地问一问孩子：“孩子，等父母老了，

你如何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

父母的爱，如同春日暖阳，温暖而持久。他们

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只为了孩子能茁壮成长。

孩子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培养，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

父母的心血。

然而，当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孩子的爱中时，

有时却容易忽略了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感。

问孩子这样一个问题，并非是要索取物质上的回报，

而是希望引导孩子去思考父母的付出，懂得珍惜和

感恩。

当孩子开始思考如何回报父母时，他们会更加

明白父母的辛劳。这会促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学会关心父母，主动为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

当孩子意识到自己需要回报父母时，他们会更

有动力去努力成长，培养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知

道，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有能力在未来给予父母

更好的生活和照顾。这不仅是对父母爱的回应，更

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负责。

对于父母来说，孩子的陪伴和关爱或许就是最

好的回报。当他们年老体弱时，渴望的不是金钱和

物质，而是孩子能在身边，耐心地听他们诉说往事，

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

当然，父母在问这个问题时，也要注意方式和

时机，不能给孩子过多的压力，而是以一种平和、

引导的方式，让孩子在爱中学会思考，学会担当。

总之，父母在付出爱的同时，适当地向孩子提出

这个问题，有助于孩子更好地理解父母的爱，培养

他们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感。当孩子懂得回报父母的

爱时，这份爱将在岁月中延续，温暖彼此的心灵。

孩子视角：
如何回报父母的爱？

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开始了他

们一生的操劳。他们用爱呵护着我们成长，为我们

遮风挡雨，毫无保留地付出。而当我们逐渐长大，

如何回报父母的爱，成为了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回报父母的爱，首先要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开始。

平日里，主动为他们分担家务，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他们忙碌一天后，为他们递上一杯热茶，帮他们

揉揉肩膀，捶捶背，让他们在疲惫中得到放松。

努力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是回报父母爱的

重要方式。每当我们拿着优异的成绩单或者获得荣誉

证书时，父母脸上洋溢的自豪和欣慰，就是对他们最

好的回报。

理解和尊重父母，也是表达爱的关键。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与父母产生分歧和代沟，但

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与父母建立良好的沟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成熟

和懂事。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随着我们的长大，父母

会越来越孤独，我们要多花时间陪伴他们。节假日，

一起散步、旅行，他们生日或特殊纪念日，精心准

备一份礼物，哪怕只是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也能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当我们步入社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父母提

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是一种回报。为他们买一些

生活用品，或者带他们品尝美食、享受生活。更重

要的是，在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给予他们支持

和鼓励。

回报父母的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更是

心灵上的关怀和陪伴。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去感恩父

母，让他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爱而更加幸福、美满。

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而他们的

爱，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报。

第三方视角：
如何理解这份“回报”的期许

一直以来，我们都歌颂着父母之爱的伟大无私，

仿佛那是一种毫无条件、不求回报的给予。然而，

当我们深入思考，静心审视，会发现父母的爱或许

并非完全无偿。

父母的爱伟大无私，这毋庸置疑。但我们不能

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父母在付出爱的同时，也期

望着得到一些回报。这回报并非是物质上的等价交

换，而是精神层面的回应与反馈。当他们精心准备

了一桌饭菜，盼望的是我们满足的笑容和一声真心

的称赞；当他们在我们迷茫时给予指引，期待的是

我们能够少走弯路，走向成功的人生；当他们在我

们犯错时严厉批评，渴求的是我们能够知错能改，

变得更加优秀。

从更深层次来看，父母对我们的爱也包含着对

自身价值的追寻和对未来的期许。通过养育我们、教

育我们，他们在履行一种生命的传承和责任，希望我

们能够延续他们的优点，实现他们未曾实现的梦想。

当我们有所成就时，他们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欣慰，

因为在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爱的成果，看到了

自己的付出所结出的硕果。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难

道不也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一种“回报”吗？

作为子女，不能将父母的爱视为理所当然，不能一

味地索取而不懂得感恩和回报。理解父母爱的“有

偿”性，并非是要给这份爱打上功利的标签，而是

要更加珍惜这份爱，更加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父母的爱是伟大无私的，但也一定不是

无偿的。在享受这份爱的同时，我们要学会感恩，

学会回报，让这份爱得以在温暖的互动中永恒传递。

太原市综合高级中学

共聚实操“大单元” 共研设计“大智慧”

科学导报讯 为加快构建学校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劳动的综合育

人功能，学校精心组织、分年级实施，在暑期，

太原市万柏林区博跃双语实验小学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系列活动。

低年级的孩子们投身于劳动中，学习整理

房间，书柜，叠被子，扫地，清理卫生……对物

品进行分类、整理、收纳。这个过程中，不仅锻

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学会了如何运用美学

原理来装点生活，让孩子们学会了耐心、细心、

责任与感恩。

中年级学生学习和面，做手擀面，莜面栲

栳栳，包饺子，蒸馒头，蒸包子，烙饼……纯真

可爱的孩子们在劳动中获得喜悦与充盈，愉悦

了心情，开阔了视野。

高年级的孩子们系上围裙，使出浑身解

数，呈现出一道道色彩诱人的美食。在做菜的

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体验到从备菜、切菜到做

菜的全过程，更能感受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的深刻含义，体会家长为自己准备每一

餐食物的辛劳。

（通讯员 蔡玉花）

太原市万柏林区博跃双语实验小学

暑期劳动实践 体验劳动苦乐

太原市迎泽区朝阳街小学

巧制小模型 放飞科学梦

别人家的孩子

图为：演员在采薇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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