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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交上特殊“寒假作业”

■ 本报通讯员 曹雷

参与家乡疫情防控、 给铲雪
志愿者送暖茶、 邀请父母一起拍
张全家福……春季新学期刚开
学，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学子们就纷纷交上自己的特色
寒假作业。

22 天寒冬中的坚守 ，66 个
小时风雨无畏奔波 ，在检查站监
测体温 、 排查登记过往人员信
息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排查乡
镇疫苗接种情况 、协助医护人员
进行疫苗接种 、照顾疫苗接种老
人……这是该院学生谈纪生的
“寒假作业”。 作为东至县葛公镇
的一名大学生志愿者 ，他一放假
就来到乡镇报到 ，参加防疫志愿
服务 。 他表示 ，寒假期间是镇里
务工人员返乡的高峰期 ，用实际
行动助力疫情防控 ，为社会建设
添一把柴加一把火是每个新时
代青年的责任。

他的同学张新乐也自愿报名
成了含山县的一名青年志愿者 。
志愿服务中， 她用细心周到的服
务温暖人心，“尽管当初是抱着完
成 ‘作业 ’的心态报名的 ，但真坚
持下去，还是收获了太多的感动，
也感悟到责任，学会了担当。 ”张

新乐说。
家住云南昭通的学生张水琴

在一场高中同学聚会中出色地完
成了“寒假作业”：她把在班会上学
到的国家资助政策同向学们进行
了宣讲。 张水琴表示，自己就是国
家资助政策的受益者，把国家的好
政策告诉给同学们不仅是完成作
业，更是出于一份责任。“同学们都
说我们的寒假作业很有意义，我们
约定好了， 都要在大学努力学习，
将来一起建设家乡。”她开心地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
下’ 的情怀浸入每一个中国人的
骨髓血脉。 ‘做一次志愿服务’‘看
一次红色电影’‘做一次国家资助
政策宣讲’‘给家人准备一份新年
礼物’‘拍一张全家福’‘和父母谈
一次心’‘读一本经典好书’ 是学
院 ‘七个一’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活动希望同学们以完成‘寒假
作业 ’的方式 ，感悟中国精神 、感
受人间温暖、树牢家国情怀。 ”经
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刘艳说。 据
介绍 ，该学院以 “校园二十四礼 ”
特色校园文化为牵引， 把寒假实
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通过特殊的“寒假作业”项目，
开展“七个一”活动，实现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

为市民出行“再省一分钟”

■ 本报通讯员 解雅婕

杨晓涵

关键车道流量统计、时段片区
划分、相位配时方案设计、智能诊
断系统……将拥挤的交通路口通
过详细准确的数字化精准治理，让
高峰期的行人、 车辆能够畅行无
阻，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假设，而是
合肥学院师生“真题真做”的实际
应用发明。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
安徽省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上，合
肥学院学生的作品《基于多维指标
的干线绿波智能诊断系统》荣获一
等奖。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 合
肥学院师生从迫切需要解决的
交通拥堵问题入手办实事解难
题。 自 2019 年来，合肥学院与安
徽达尔智能控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 ，形
成科研 、教学和人才培养三位一
体的工作路线 ，致力于解决芜湖
市民出行难问题。

随着芜湖市湾沚南站建成
使用和芜宣机场开通运营 ，G329
国道作为连接芜湖市区和湾沚
区的重要干道 ，面临农村横穿路
口多 、大车变道频繁 、红绿灯路
口通行时间长等交通问题。 芜湖
市政府计划对 G329 国道实行安

全前提下的全面提速。 合肥学院
城市建设与交通学院团队进行
了 G329 国道交通绿波方案设计
和仿真验证工作。

一连串道路交叉口， 安装一
套具有特定周期和绿信比的自
动控制信号灯 ，车流依次到达前
方各交叉口时 ， 均会遇上绿灯 。
这种 “绿波 ”交通可以减少停车
延误。 该院梁子君团队啃下绿波
受扰这个 “硬骨头 ”，从蓝图构想
到落地实现， 耗时近 6 个月。 这
个团队协同合作企业以及芜湖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设计开发出
多维指标绿波智能诊断模型 ，建
构一个绿波分析大数据资源库 ，
计算分析诊断出绿波线路问题
所在 ， 实现全流程的实时监测 、
问题诊断和精准治理。

通过仿真分析 ，绿波方案实
施后 G329 （庆丰路-东大路 ）各
路口双向道路行通时间总体下
降了约 48%，停车次数减少了约
78% ， 绿 灯 利 用 率 提 升 了 约
37% 。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尽
最大可能为芜湖市民出行 “再省
一分钟”。

产学研合作取得突出成果，合
肥学院交通工程专业建设也更进
一步，该校获批了全国首个智慧交
通本科专业， 并已完成第一批招
生，目前共有 36 名学生在读。

合肥市新增一大批学校公益性项目
近日， 合肥市 2022 年市级政

府投资公益性项目暨三年滚动投
资计划出炉，其中市属学校市级政
府投资公益性项目总投资 143.88
亿元， 占全市基建类公益性项目
21.51%。

据介绍，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新校区 （暂定名 ）、合肥六中新校
区、合肥一中东校区、合肥一中教
育集团淝河校区、 合肥八中教育
集团运河新城校区、 合肥六中教
育集团新桥校区、 合肥一六八中
学北校区和黄麓师范学校改扩建
工程二期等项目为合肥市 2022
年教育重点项目。

按计划， 到今年秋季开学前，
将有合肥一中东校区、合肥六中新
校区、合肥一中校园品质提升工程
及新建艺术礼堂项目、合肥二中地
下体育中心及车库项目、合肥五中
和平校区改扩建工程、合肥一六八
中学陶冲湖校区大维修项目以及
中科大高新区附属中小学幼儿园
项目等季 7 个市属学校项目建成。
同时，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暂定
名）、合肥一中教育集团淝河校区、
合肥八中教育集团运河新城校区、
合肥六中教育集团新桥校区等项
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力争年内
早日开工建设。 （陈婉婉）

“三工”合力探索家庭教育新思路
2月 23 日 ，我省首个 “微爱+

计划” 家庭教育服务项目在合肥
市凤阳一村社区落地。 省委宣传
部 、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民政厅 、
合肥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发布
仪式。

据悉， 该项目由安徽国祯慈
善基金会支持 ，联合凤阳一村社
区 、致行社会工作事务所共同实
施。 项目力求通过政工、社工、志

工 “三工 ”的作用发挥 ，运用社会
工作的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 ，旨
在统筹协调辖家庭教育资源 ，提
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 ，探索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新思路 ，
为有家庭教育烦恼的家长们有
专业辅导 ，培养专业的家庭教育
辅导师 。 启动仪式结束后 ，还举
行了主题家庭教育讲座。

（朱琳琳）

调整好心态缓解开学焦虑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新学期刚开学， 不少孩子会因为作息
时间调整、学习任务加紧而产生焦虑情绪。
记者近日就此问题采访了合肥市第一中学
专职心理教师、 合肥市心理卫生协会青年
理事潘月。

潘月表示， 开学焦虑是学生从悠闲假
日向紧张学习生活过渡的一种正常情绪现
象，作为学生，可以从五个方面调整：

正视开学。 可以多想一些在学校的趣
事，多给自己正面的积极的暗示，比如“新
学期又可以见到同学了”“能上自己喜欢的
课程了”等等。

关注当下。 不要沉湎于过去或过度担
忧未来， 而是把自己的精力充分地投入到

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上，因为“现在”是可以
“有所作为”的时间。 可以思考一下还有哪
些事情比“摆脱负面情绪”更重要，试着去
接纳这些情绪，看看“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事情中， 比如集
中精神阅读许久未翻的书本等。 当抛开过
去和未来，完全浸入到自己“现在”所做的
事情中， 个体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
充实。

确定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制定的
目标 ，不是笼统的 ，而是可明确切实描述
的。 描述得越清晰具体正确，努力方向越
明确，精力和注意力会越能聚焦。 目标的
确定 ，必须考虑实际情况 ，去定制 “蹦一
蹦”就能达到的目标。 学期的总目标可拆
分成月目标 ，进一步拆分为周目标 、日目

标 。 可对目标进行量化 ，如 “下次考试总
分增加多少分”。 目标还要有明确的截止
期限 ，通过限制时间 ，营造紧张感以提高
效率。

管理时间 。 提高自己的时间利用效
率 ，然后根据目标 ，列出要做的事情 ，并
且分好优先级 ， 根据紧急程度和重要程
度来画一个二维四象限图 ， 得到四个象
限 ：重要且紧急 ；重要但不紧急 ；紧急但
不重要 ；不重要也不紧急 。 要事第一 ，先
完成重要的事。

加强锻炼。科学证明，运动能有效的缓
解焦虑，运动能促进大脑多巴胺的分泌，可
以提高意志力和专注力， 专注于做一件事
的时候，焦虑自然得到缓解，每天规律运动
半小时是缓解焦虑的好办法。

潘月也提醒广大家长，可以从四个方面
协助孩子进行调整：

调整作息。家长要以身作则，不长时间
无节制地刷手机，保持作息规律，帮助孩子
逐步调整作息时间， 和孩子商量安排娱乐
时间，但不可一刀切，强行遏制孩子的一切
娱乐活动， 可以逐渐减少孩子看电视、上
网、出去玩的时间。
调整心态。要允许孩子有短暂的适应过

程，合理期待孩子的各种表现，不要突然给
孩子过大的压力。
不要唠叨。家长的唠叨对孩子的学习是

阻力， 孩子在家长的唠叨下学习， 往往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学习效率低下，甚至对
开学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
情感交流。 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生活，

谈谈收获和遗憾，并及时总结经验，在孩子
分享时，认真倾听，不批评不打岔，用心了
解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也可以和孩子聊
聊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趣事， 陪孩子提
前去学校周围转转， 唤醒孩子之前在校的
记忆和体验。

··名师谈教育··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2 月 22 日，教育部 2021 年度教育信息
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合肥市
智慧体育的研究与应用” 在合肥师范附属
小学正式启动。 作为我省唯一入围项目，
“合肥市智慧体育的研究与应用”在总结先
行实践的基础上， 为中小学体育教育插上
了科技之翼， 给师生们带来了全新感受的
“教”与“学”。

体能测试用上“高科技”

2 月 22 日下午，一堂一分钟跳绳测试
课正在合肥师范附小的操场上举行， 接受
检测的是 6 年级 10 班的 43 名学生。

上课铃响起， 全班同学启动了腕上的
运动手环， 体育教师打开手上的平板终端
和操场一边的大屏终端， 手环和终端通过
无线连接。 在热身运动中，学生们的步数、
心率等相关运动参数实时以表格形式呈现
在终端设备上，还以红、绿、蓝、黄四种颜色
标注各自不同的运动状态。 “红色表示预
警，比如检测到学生运动时心跳过快；绿色
代表有效运动；蓝色表示待提高，比如检测
到运动量没有达到标准； 黄色代表异常情
况，可能是佩戴不标准或者设备故障。 ”正
在上课的体育老师告诉记者。

进入到跳绳测试，学生们使用“智慧跳
绳”可以实现 43 人同时测验。一分钟之内，
所有人的成绩就呈现在了终端设备上，自

动生成了排名。 “过去我们测试都是两人一
组，一个跳一个数。 这样一个班要检测完，
还得分成好几组测，时间慢，而且测试数据
的准确率也不高。智慧体育开展后，课堂效
率高多了。 ”该体育老师表示。

为解决传统体育教学评判有误差、数据
难分析等问题，合肥师范附小在我省率先引
入智慧体育。 有了它的加持，不只是一分钟
跳绳，如今校园体测不论坐位体前屈、跳远、
跑步等，都能通过智能采集设备、信息化管
理平台、“一键式”录入，轻轻松松检测结果，
再也不用人工记时、记数。

如今，随着我省智慧学校建设的快速
推进 ， 智慧体育在越来越多学校得到应
用。 校园智慧体测将信息化平台、大数据
技术与体育器材 、运动科学相结合 ，通过
精准的检测 、精确的数据 、精细的分析 ，
让老师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有了全面
科学的了解 ， 为保障学生体质健康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体育教学更加精准安全

智慧体育不仅改变了传统体测的方
式， 也为体育课上的师生带来了全新体验。
“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精准更加安全了。”合
肥四中体育教师郭齐智表示。全程采集学生
整体运动数据和影像，可以辅助教师针对性
地开展指导，帮助学生确定提升自我的运动
方案，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的“一刀切”“满堂
灌”的弊端。一节体育课下来，每个学生的各

项运动成绩被自动统计出来，形成学生个性
化的运动档案和成绩报告，解决了传统体育
教学“难量化、难记录、难监督、难分析”的问
题，让体育课堂变得更“聪明”。

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体育教研员潘
逸芬认为，体育学科有着“精讲多练”的教
学特点 ，信息化技术融入教育教学 ，可以
让体育教学更加丰富多彩。 据承担技术研
发和产品创新任务的科大讯飞智慧体育
咨询总监刘微娜介绍，目前基于体育课堂
教学、大课间 、公开课 、体育教研 、国家体
质健康测试和阳光一小时运动等智慧体
育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助力
体育教育改革方面取得多方面突破 。 未
来， 还会在教学模式与教学案例打磨、教
学场景设计与优化、资源引入与影响力提
升等方面深度推进。

据了解， 目前合肥四中、 合肥七中、
合肥师范附小 、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
等九所学校 ，都已经展开了 “合肥市智慧
体育的研究与应用共同体项目”应用。 接
下来 ， 该系统还将在合肥各大中小学进
行推广 ， 会让更多学生感受到 “智慧体
育”的魅力。

培养终身运动习惯

智慧体育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在课堂
上 ，郭齐智向记者讲述了一件有趣的 “小
发现”。 “在一堂体育课上，我们使用了智
能设备辅助跳远练习 。 这台架在沙坑边

的机器只要有人跳过 ， 立刻就能报出跳
远距离 ，提示不规范动作 。 下课后 ，我忘
了关设备 ， 没想到引来了很多感兴趣的
孩子 ， 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在沙坑边自主
练习跳远。 ”郭老师说。受到启发后，他和
同事们决定打造 “智慧操场 ”，让这些智
慧设备不仅仅在课堂上发挥作用 ， 在课
余时间也要成为孩子们的“好伙伴”。 “现
在只要孩子们有空 ， 在校期间都可以随
时使用智能设备进行体育锻炼 。 这些设
备帮助孩子们找到各自的兴趣点和特
长 ， 让体育锻炼成为一种习惯 ， 陪伴终
身。 ”郭老师说。

大数据真实、客观、理性，让学生体育
学习和训练学有依据、 学有反馈、 学有效
果。 信息化系统对学生体质健康、 运动成
绩、姿态分析报告相关数据系统自动留存、
归类、分析，也为学生建立起伴随终身的体
质健康、运动水平档案，为“终身体育”锻炼
奠定好基础，也可以激发运动兴趣，锻炼拼
搏精神， 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实现
个人新发展。

智慧体育为校园添活力

荨 开学伊始，宁国市实验小学的陶艺课上，学生们在教
师指导下认真习艺。为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该校充分挖掘当地制陶特色资源，积极搭
建综合素质教育平台，成立陶艺室。

本报通讯员 顾维林 摄

荩 日前， 合肥市六安
路小学的学生们与北京

冬奥会、 冬残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雪容融”一
起合影， 并进行轮滑展
示活动， 在开学第一课
为冬奥点赞。 六安路小
学是全国冰雪特色学

校， 学校速滑队屡次荣
获国家级、省市级大奖，
学校以特色课堂鼓励小

学生们传承奥运精神 ，
提升身体素质。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