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2025年7月15日 星期二
专刊部电话 3595121责任编辑 隋春波 编辑 佟婷婷 版式设计 裴育卓 校对 张宇辉

在教育的百花园里，每一颗种子都有
属于自己的春天。本学期，我带领孩子们
开启了“养鱼种植小农场”实践活动。从
最初鱼缸里灵动的小鱼、花盆中沉睡的种
子，到如今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这段
充满生命力的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最
好的爱心教育，从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
是让孩子在触摸自然、守护生命的过程
中，让善良与责任悄悄扎根心田。

生命初遇：用好奇叩开爱心之门
“老师，小鱼的家会不会太小了？”“种

子什么时候能发芽呀？”孩子们七嘴八舌地
抛出疑问。我意识到，这份对新生命的好
奇，正是开启爱心教育的钥匙。我给孩子
们的小鱼缸贴上“姓名贴”，让每名同学认
养一条小鱼。当孩子们趴在桌面，鼻尖几
乎贴紧玻璃，观察小鱼用嘴巴“亲吻”缸
壁时，他们的眼神里盛满了对小生命的宠

溺与敬畏。
日常守护：在琐碎中孕育责任之花

“老师，我今天给小鱼换了水，它游得
更快了！”

当新鲜感渐渐退去，日常的照料成为
真正的考验。我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并非
缺乏耐心，而是需要用童趣化的方式将责
任转化为“游戏”。

角色化分工激发主动性：我们设立
“小鱼管理员”“农场小园丁”等岗位，孩
子们通过抽签“认领”任务。每天课间，
总能看到“管理员”踮着脚给鱼缸换水
（当然需要老师在旁协助），“小园丁”握着
小喷壶给植物浇水，一边念叨“喝饱水才
能长大呀”。这些小小的“职务”，让孩子
们感受到自己是自然角的“小主人”。

成长惊喜：在见证中收获心灵滋养
“老师，小鱼生宝宝了！”“我的秧苗长

大了！”
当生命的奇迹悄然发生，孩子们的欢

呼里满是惊喜与感动。这些瞬间，让我看
到了爱心教育的累累硕果。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等待。看着孩子们
蹲在自然角前，小心翼翼地给长出藤蔓的
地瓜苗搭架子，或是轻轻用棉签清理鱼
缸，我忽然明白：爱心不是被灌输的概
念，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慢慢长出
的柔软与担当。未来，我愿继续守护这些
小小的“自然守护者”，让他们在亲近生命
的路上，永远保持对世界的温柔与好奇。
因为我知道，当一个孩子学会为小鱼换
水、为小苗挡风时，他 （她） 正在成为一
个有温度的人——而这，或许就是教育最
动人的模样。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教
师 王子夫

“加我微信，免费领皮肤。”“我是明星助
理，完成任务就能获得视频通话机会一次。”

“不听话，小心把你抓到监狱去！”……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时有发生。尤其小学、初中阶段学生，由于
警惕性较差，稍不注意便踏入诈骗分子精心
设置的陷阱，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心理伤害。

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哪些常见
的套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有效防范诈
骗？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诈骗未成年人套路多样

一天晚上，11 岁的陈某正在刷短视频，
“家人们，点关注不迷路，成为粉丝就送游戏
限定皮肤哦！”突然弹出的直播画面，引起了
陈某的兴趣。

在穿着公主裙的女主播身后，正是陈某
心仪已久的游戏皮肤。陈某立即点击关注，
私信框马上弹出粉色气泡：“小可爱要皮肤的
话，点这里进粉丝群。”进群后，“客服”很
快发来弹窗，陈某激动地把自己想要的皮肤
告诉“客服”。

突然，陈某的手机屏幕跳出盖着“中国
公安局”红章的截图并发来警告：“检测到您
是未成年人，本次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6万
元！必须配合激活解冻，否则将追究监护人
刑事责任！”陈某立刻紧张起来。

因担心父母得知自己“闯祸”，陈某想方
设法拿到母亲的手机，按照对方指示下载了
各种软件。对方通过共享屏幕软件，查看到
陈某母亲的手机验证码，将绑定银行卡中的
资金全部转走。当陈某看到母亲手机上的转
账信息才恍然大悟，立即告知母亲，并一起
前往派出所报案。

“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频发。”云南省昆明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工
作人员林琼介绍，案件类型主要以刷单返利、
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冒充公检法等为主。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宣称
免费送游戏装备，再通过激活费、认证费、
验证费来骗取未成年人钱财，诱导孩子用家
长手机进行转账操作；或者以“解除游戏防
沉迷限制”为由，通过共享屏幕等手法，获
取家长的微信或支付宝账号及支付密码，骗
取钱财。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短视
频网站、聊天工具等渠道，发布红包返利虚
假信息，诱骗未成年人入群，随后以手续费
等多种借口进行诈骗。

林琼介绍，近期警方还发现，有不法分
子以加入“明星粉丝群”为诱饵，冒充公检
法工作人员，恐吓未成年人涉嫌对明星造谣
等，让未成年人打语音电话配合调查，还称
可以帮未成年人洗清嫌疑，诱导其进行转账。

有的不法分子还会利用亲情关系编造故
事。比如，有人给某初中生打电话，说她爷
爷涉嫌违法犯罪，如果不按照要求操作，就
把爷爷抓起来，诱导该初中生通过微信转账1
万多元。“不法分子会先利诱，后恐吓，几种
手段结合，再通过刷脸支付、下载远程协助
软件、发送验证码等方式实现转账、充值，或者账号换绑。”山西省
太原市反诈中心二级警长李婉彤说。

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反诈意识较弱

为何骗子频频向未成年人下手？
“骗子骗人有时是无差别攻击的，只是未成年人更容易中招。”

李婉彤介绍，一些未成年人受骗，其实和家长有很大关系。有些家
长觉得孩子还小，于是放松了警惕。

李婉彤解释，有的家长喜欢设置人脸识别、免密支付等支付方
式；有的家长在让孩子玩手机的同时，手机里也运行着各类社交软
件和银行APP。其实，孩子经常在家长身边观察，家长如果不有意
识地保护自己的各类密码，孩子很容易获取。

未成年人社会认知不足、经验和常识缺乏也成为骗子下手的原
因。“比如冒充公检法人员的套路，成年人都会害怕，何况是小
孩。”李婉彤说。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四级警长樊佳烨介绍，11岁的李
某在某K歌APP上与关注他的某个账号视频通话，对方出示了“警
官证”，声称是北京的警察，需要他配合案件调查。李某惊慌之下，
用手机摄像头拍摄了家长的支付宝、微信等银行卡信息并发送验证
码。按照对方要求一通操作后，其母亲共计损失2万多元。

一些未成年人反诈意识较弱也是重要原因。李婉彤举了一个例
子，有一次，一名小学生带着初中生姐姐来报案，“弟弟听见姐姐打
电话，对方要求她一个人在房间内，不要告诉任何人，一直在发验
证码。”李婉彤介绍，弟弟比姐姐警觉，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过反诈
相关的教育，有防骗意识。

建立良好亲子关系，重视反诈宣传教育

如何帮助未成年人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只有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

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李婉彤介绍，很多孩子被
骗，宁愿相信陌生人都不向父母求助，就是因为害怕父母。

“未成年人的家长一定要多陪伴孩子，减少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多给孩子普及防骗知识，教育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轻易添加
陌生人联系方式，切勿随意使用父母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资
金账户进行支付。同时，为自己的手机设置安全性相对更高的支付
密码，对存有大额资金的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等账号密码进行妥
善管理，切莫轻易告知孩子支付密码。”林琼提示。

学校的反诈教育要跟上。许多孩子根本不知道“诈骗”的概
念，在手机上进行的一些操作，以为只是正常的购物、交友行为，
并不清楚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学校要积极联动有关部门进行
反诈宣传。

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好习惯。比如，家长与孩子约定好每天
上网时长，合理安排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多培养其他
兴趣爱好，让孩子适度游戏，快乐成长。孩子玩游戏时，尽量使用
没有绑定银行信息的设备。

警方提醒，未成年人一定不要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要明白天
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送红包、送皮肤、送装备，可能都是骗你转
账的借口。另外，遇到陌生电话、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随意
扫描二维码、点击陌生链接或下载不明 APP，注意保护好个人信
息。如果发现被骗，不要因为害怕而默不作声，若遇到被恐吓的情
况也不要惧怕，应立即向家人反映或报警求助。

人民日报

暑假来临，各大城市的“谷子”商店
里，出现了大批中小学生消费者。

“谷子”是英语“Goods”（商品）的音译，主
要指各类动漫、游戏衍生出的卡牌、徽章、挂
件等周边产品。很多人会通过买“谷子”、展
示“谷子”，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谷子”为什么会受到孩子们的追捧？
“现在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容易孤独，他们

被自己家庭里的多位长辈过度关注，情绪很

容易超负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
系副教授任苇认为，“谷子”其实是孩子社交
认同和情感代偿，双重心理需求的外化，本质
上是青少年渴望同伴认同。在正常适度的情
况下，“谷子”能给孩子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

任苇提醒，当孩子想通过不断购买“谷
子”换取同学的关注时需注意，“这是用物
来换情，并不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一
旦他们买不到稀缺的商品，友谊就很容易破

裂，这对孩子的心理创伤会更重。”
任苇建议，如果孩子出现不买“谷子”

就会产生焦虑的症状，除了要增加陪伴孩子
的时间以外，还要帮助他解决具体的问题。
比如，父母可借助自身的社交圈，组织适合
孩子参与的聚会，让几个孩子相聚在一起，
聊聊他们自己的话题。当孩子能面对面交到
知心朋友时，就会解决他面临的人际困境。

新华网

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正受到全
社会高度关注。站前区秉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理念，倾力打造“美为媒‘营’未来”特
色美育品牌，通过丰富的美育浸润行动，将美
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起“全员、全程、
全域”的美育生态，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供“站前样本”。

美育课程

多元创新 精彩纷呈

站前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优质+特色”为
导向，持续完善学校美育课程体系，让每个
孩子在美的熏陶中成长。

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是美育课程建设的典
范。学校构建多元化美育课程体系，绘画类
社团涵盖国画、沙画、油画、素描等多个门类，
手工创作社团包含泥塑、剪纸、扎染等丰富形
式，还设有尤克里里、小提琴、古筝等乐器活
动室，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同时，学校
通过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科技节等
活动搭建展示平台。作为省艺术教育“一校
三队”特色校，学生曾登上各大少儿春晚舞
台，参与市文化艺术节、全国U19青年篮球联
赛开幕式表演，尽显艺术教育成果。

建设小学聚焦教学方法创新，在开足开

齐音乐、美术等基础美育课程的同时，积极
运用多媒体教学、情境教学、项目式学习等
方式，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

美育实践

特色鲜明 成果丰硕

站前区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以特色实践
活动为抓手，助力学生艺术特长发展，在多
个领域取得亮眼成绩。

东风小学以“足球育人”为核心，构建
起“课程+赛事+文化”三维育人体系。课
程上，开发足球校本课程，实施“基础技
能+战术思维”分层教学，融入体育品德教
育；赛事方面，打造“校长杯”校园足球联
赛，覆盖全校 23 个班级，形成“周周有比
赛、月月有明星”的常态机制；文化层面，
创设足球文化节，通过队徽设计、征文等活
动浸润精神，将规则意识、团队精神融入德
育。学校首创“体育积分快乐币”评价系
统，记录学生在足球活动中的综合表现，并
联动家长组建志愿裁判团、开展公益培训，
形成育人合力。在赛事中，学校成绩斐然：
2024年站前区校园足球赛中，男队、女队分
获亚军和季军；在“市长杯”青少年足球联
赛中，亦取得男子第六、女子第五的佳绩。
凭借突出表现，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建设小学则通过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

节、书法绘画比赛、合唱舞蹈展演等活动，
拓宽学生艺术视野，提升艺术素养。

美育浸润

全域渗透 滋养心灵

站前区将美育元素融入阅读与校园文化
中，推动学生在日常中发现美、欣赏美、展
现美、创造美。

青年小学教育集团青年总校以“书香润
泽心灵，阅读成就未来”为主题，开展系列
阅读联盟活动。全校50个班级均设图书角，
同年级及相邻学年开展“漂流书包”活动，
促进书籍共享；学校向学生推荐科普类图
书，激发阅读兴趣；通过“亲子阅读”活动
构建家校协同机制，引导孩子读有意义的
书；每学期评选“阅读之星”，并建成古色
古香的校园阅读书画长廊，展示唐诗宋词书
画、成语故事手抄报等作品，让书香浸润校
园，培养学生热爱阅读的好习惯。

建设小学则注重校园环境的美育渗透，
艺术长廊、文化墙、花坛等景观营造出浓厚
艺术氛围，学生的书法、绘画作品在校园内
展示，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本报记者 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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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政策深入推进与“五育融合”理念广泛践行的当
下，我市创新推出“快乐5+5”五育融合工作体系，以“每日一
育·快乐成长”为核心理念的育人模式，串联起小学、初中、高中
全年龄段成长轨迹，将德、智、体、美、劳五育深度融入校园生
活，让每个学生在品德修养、知识学习、身心健康等多元浸润中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正以全链条、立体化的创新实践，书写新
时代未成年人培育的“营口答卷”——

师师 说说

孩子“吃谷”停不下来，怎么办？

亲近生命 助力成长

美为媒
“营”未来

站前区着力打造特色美育品牌

青年小学教育集团青年总校举办漂流书包活动。 建设小学艺术展演。

红旗小学教育集团艺术展演。

东风小学足球小将展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