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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窗教育视窗

融合教育，又称包容性教育，是指将有特

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教育的一

种教育模式。它强调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

体，都应得到尊重和平等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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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记者陆婷婷陆婷婷文文 陈洁陈洁摄摄

许多家长苦网络沉迷久矣！有孩子长时间玩游戏打
乱了正常作息和饮食规律，有孩子长期低头玩手机患上
颈椎病，有孩子终日网上“冲浪”，置学业于不顾，学习成
绩很糟糕……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过去，他们在田野里玩、在院子
里玩、在学校里玩，现在，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兼具趣味性、
互动性、沉浸性的虚拟空间，孩子们“玩”的形式自然发生
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孩子健康地使用网络。未
成年人还处在身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
迷网络，甚至深陷其中，患上“网络依赖症”，正常学习生
活被扰乱，影响身心健康。

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不仅是家长头疼的
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必须破解的课题。近年来，从建立“防
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到指导网络游戏平台上线“青少年模
式”等，国家有关部门持续发力，“防沉迷”工作取得不少成
效。各大互联网平台也纷纷响应，上线各类“防沉迷”系
统，通过技术手段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造一座防护栏。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现象仍不同程度
存在。有互联网行业专事青少年保护工作的人员向笔者诉
苦：“尽管我们采用了人脸识别等技术，协助甄别冒用成年
人身份信息的未成年人用户，但成年人协助未成年人绕过

‘防沉迷’系统成为最大难点之一。”她向记者提供了一组内
部数据——在她收到的未成年人消费申诉中，98%的实名信
息为成年人，其中有超过70%账号触发过人脸识别并通过
验证，这说明有成年人帮助孩子绕过“防沉迷”措施。

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从侧面印证了这个说法。据统
计，超过九成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青少年对手机的自主拥有比例占58.8%，
这意味着有41.2%的青少年用家长或他人的手机上网。

这说明，仅仅依靠技术“防沉迷”，是无法完全达到预期的。网络沉迷是
社会性问题，“防沉迷”工作是系统性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缺位，“防沉迷”系
统就容易被打破，各方面努力就可能白费。我们在努力完善“防沉迷”系统
的同时，还需要从教育、疏导以及提供健康娱乐形式等方面加强“青少年关
怀”。父母应以身作则，自己不要整日捧着手机，应多和孩子一起运动、一起
读书，营造有爱有趣的家庭氛围。学校应在强调学业之外，注重培养学生的
多方面爱好。网络平台既要在使用时长上做“减法”，也应在提供优质健康
内容方面多做“加法”。

在技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做到引导孩子亲近自然、热爱运动、培
养多样化兴趣，让孩子健康地“玩”，才能更好解开“防沉迷”难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7月15日，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段

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
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为进一步提升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效果，近年来，国
家助学贷款政策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满足受助学生需求。现行国家助学贷款政
策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6000元；全日制研
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
贴。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
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贷款利率
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60个基点执行。

目前，安徽省共有3392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覆盖了所有的行政区
域，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392个，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点3000个。截至2023年，全省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43.5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05万人次，有力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
利入学、安心就学，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推进教育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有效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长及时准确了解学生资助政策，顺利申
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省教育厅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分别制定了《2024年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办理指南》《2024年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指南》，并公布
了贷款办理联系电话。

广大学生和家长如有贷款需求，可查阅办理指南或拨打办理点电话进行咨询。
来源：安徽省教育厅

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启动

陪你徜徉书海 发现神奇与美好

在假期中，父母可以为孩子购买一些有趣的书籍，
一起开辟固定的“读书时光”，每天静静阅读，读后分享
自己的体会与喜欢的情节，拓展各自的“阅读地图”。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建议由家长读给孩子听，
降低孩子的阅读障碍，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中高
级学生，可以和父母读不一样的书籍，探讨各自的
感触。父母也可以和孩子谈一谈书中的人物，尤其
是其“闪光点”或是“暗黑处”，加以引导，由此引导
孩子形成正确的“三观”，丰厚孩子的底蕴，让他变
得博学多才。

陪你“游馆”体验 感受智慧的魅力

“游馆”，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学习活动。在假
期中，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科技馆、博物
馆、美术馆看看，感受不同馆的独特之处，满足孩子
的好奇心、探索欲。也许，在不经意间，孩子的某个
兴趣点被擦出了火花，他从此有了梦想，并拥有了
为梦想而努力的巨大能量。激发孩子的内驱力与
天然的兴趣，比什么都重要。

陪你谈天说地 领略分享的快乐

在家庭中，经常和孩子聊聊天，彼此之间就变
得亲近，孩子的心态也会更阳光。假期，家长可以
开展“倾听一刻钟”的行动。听听孩子的心声，也和
孩子们讲讲自己工作中的事情。如果感觉孩子和
自己有点疏远，还可以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孩子谈天说地，要成为家庭生
活的一种日常，家长最好能当好一个倾听者，多一
些宽容、耐心与欣赏，这样，你就可以发现：孩子的
心灵是一座“秘密花园”，那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陪你看望老人 明白期盼的眼神

“隔代亲”告诉我们老人对于孙子或孙女有着
更为深沉与浓厚的情感。看到孩子在眼前蹦蹦跳
跳、说说唱唱，或是在那儿静静地读书、写字、看电
视，老人们也会觉得幸福、快乐。在假期，建议带孩
子回家看看老人，尽尽孝心，也让老人享受天伦之
乐，让孩子懂得什么叫“孝敬长辈”。父母的行动，
就是最美的语言，最生动的课堂，会让孩子拥有“不
教而善”的美好！

陪你干好家务 懂得自立的重要

在假期生活中，我们可以引导孩子领略“人
间烟火气”的美好，教会他们自立的本领、自理的
习惯。可以让他们帮忙洗碗、洗袜子、倒垃圾、分
类整理衣物、收拾自己的房间等，可以教会他们
做几道家常菜，教会他们使用洗衣机、微波炉、洗
碗机，教会他们如何养护自己的动植物等，循序
渐进地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

陪你游山玩水 感受天地的大美

孩子对旅行都很期盼。在假期中，家长陪孩
子游山玩水，既能培养孩子广阔的胸襟，感受天
地的纷繁多彩，打开眼界格局，寄情山水美食，
认识书本之外的更鲜活世界。无形中，也会增
进亲子感情，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学习力，提升
家人生活的幸福感。在旅行中，父母尽量让孩
子参与到出行方案的制定与调整中，引导他们
如何正确消费，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与财富管
理能力等。

李小琴 来源：《中国教育报》

假期变“佳期”快乐过暑假
当蝉在枝头奏响动人乐章时，孩子期盼已久的暑期到了。“我最害怕孩子过暑假，整天无所事

事，说他几句，还不乐意，甚至还顶嘴，唉……”让家长担忧的假期，如果用心规划，也会成为令人回

味的“佳期”。只要家长愿意陪孩子“看风景”，孩子就会成为我们眼中的风景。

让不一样的孩子享有一样的公平教育

小韩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两岁半时被诊断患
有自闭症。“因为身体原因，小时候一直在康复机构
来回奔波，一再延迟入学。”眼看过了年龄，还没落
实上小学的事，夫妻俩非常焦虑。2023年7月，打
听到镜湖区教育局在赭山小学荆山校区开设了第
一届特教班，夫妻俩立马给孩子报了名。经过申
请、入学评估等一系列准备，同年10月，小韩顺利
入学。“真的很幸运，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我一直
希望孩子能去普通学校，这样能多接触同龄人，有
助于更好地康复。”小韩妈妈感慨道。

曾经的小韩抗拒接触人群，需要妈妈时刻陪
伴。“因为发育迟缓的原因，小韩的手部无力，简单
的拧毛巾、剥糖纸都无法完成，慢慢地孩子越来越
泄气，对做任何事情都不积极。”妈妈说，现在的小
韩变化非常大，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是最开心的事
情。“爷爷，早上好！”进校门主动和保安爷爷打招
呼，代表班级参加学校运动会跳绳比赛，“六一”儿

童节和同学一起上台唱歌……今年6月，小韩光荣
地加入了少先队，和普通班孩子一起参加了庄重的
入队仪式。“以前都不敢想孩子会有戴上红领巾的
一天，看到老师发来的照片，全家都好高兴。”回忆
起入队那天的情景，小韩妈妈依然很激动。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融合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作为一所完全
公办小学，赭山小学荆山校区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责
任：开设特教班，接纳智力智障、自闭症学生在校就
读。类似小韩这样的孩子有 8 名，组成了现在的
103班。在学校，他们享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正
在顽强、快乐地成长着。

“这些孩子每天的作息时间和普通班孩子一
样，而课程内容则是‘量身定制’的。”103班班主任
宋明菲介绍，一年级学生主要是生活语文、生活数
学、生活适应等课程，每周还有特色活动课，由两名
老师陪伴在室外场地做体育游戏。“我们是‘两教一
保’，两位特教老师一位保育阿姨。开学前一个月

老师们还在特教学校进行在岗培训，做足功课。”宋
明菲说，她定期要去市培智学校、无为特教学校听
课学习，参加教研活动，回来后与学校领导交流，根
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教学进度和内容。期
末“乐”考这些看似简单的内容，对于这些孩子来
说，却是一个学期的努力成果，“这些孩子变化很明
显，主动性积极性越来越强。”看着孩子们的进步，
宋明菲非常有成就感。

在赭山小学荆山校区，103班的孩子有专属的
资源教室，室内不仅有书桌椅、黑板、多媒体教学平
台等，还有用于感统训练、注意力训练等专业设施
设备。老师们的办公桌也被安排在教室一角，以备
随时随地关注孩子。

“学校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入手，逐步建
立和完善特殊教育支持保障机制。”副校长邓海坦
言，班级建立之初，老师们都是“摸着石头过
河”。实例出发设置专属的个别化教育计划，每个
计划的背后，老师们都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和改
进。融合发展、分层教学、个训结合……秉持着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校的运动会、文
艺活动等，103 班的孩子都有参与。“学校为特殊
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让普通学生学会尊重与接
纳，感受生命的多样性，实现同仁、同慧、同融的
目标。”邓海说。

2024年1月，学校组织开展了一场特别的结对
帮扶活动。党员教师+团员教师+少先队员组成8
个“红色家庭”，与特教班的学生家庭结对，开展物
资援助、心理疏导、手牵手成长，尽可能帮助解决这
些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在关爱
中健康快乐成长。

据介绍，下学期学校还将开设有助于特殊孩子
提高触觉敏感性的沙画秀场和劳动实践个性化课
程。“教育应该是一种赋能和滋养，我们希望通过推
进融合教育，让这些孩子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能更好地面对和适应未来的生活。”记者采访的当
天，有外单位在学校实地勘查，500平方米的空地
正在招标，计划用于特教班的劳动实践课——种植
和养殖。下学期开学，孩子们将收到一份惊喜，锻
炼动手能力的同时，又多了份学习的快乐。

8岁的小韩（化名）是赭山小学荆山校区一年级的一名学生，6月20日是期末“乐”考的日子，他特意邀了妈妈一

起来学校看他的现场表现。“这是‘口’字，这是‘月’字”“这是书包，这是在吃饭”“图片上的小朋友在扶老奶奶过马

路”……面对老师的提问，小韩不紧不慢地回答，获得了三颗小星星的奖励，妈妈在一旁欣慰地连连点头。

本报讯 近日，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功能型党支部联合湾沚区49号书房开展
“大手拉小手”系列科普实践活动，吸引46组家庭报名参与。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孩子们依次展示了由安信工学生自主研发制作的四
足机器人、舞蹈机器人、智能小车、坦克机器人等。简单易懂的原理讲解、生动形
象的现场展示以及零距离的观察互动，充分激发了小朋友们对于科技的兴趣。

“这个机器人好可爱呀”“我长大后也要当一名科学家”……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
着眼前的小小机器人，专注倾听志愿者的讲解。知识抢答环节，小朋友们纷纷踊
跃举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殷佑龙 王秋枫

本报讯 近日，皖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晨光”志愿服务队前往埭南幸福院，
开展系列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埭南小区义诊现场人头攒动，面对络绎不绝前来问诊的居民，志愿者们有条
不紊、各司其职，并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老人们讲解了预防高血压、高血糖相
关注意事项，同时有针对性地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生活建议。此外，志愿者们还深
入浅出地向居民们介绍了常见流行疾病和视力防治的相关知识，增强居民对常
见疾病预防的认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志愿者们还深入社区开展了走访慰问活
动。 王康静 邰玉 李雪怡

大手拉小手 点亮科技梦

暑期“三下乡”义诊暖民心

普特融合普特融合 让教育更有温度让教育更有温度

小韩小韩（（化名化名））正在进行期末正在进行期末““乐乐””考闯关考闯关

志愿者正在为居民测量血压志愿者正在为居民测量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