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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唐晓
妮采写）

用创新
点亮童年

近日，我市凤翔区恒源
新城幼儿园举办了第四届
科 技 节 活 动。活 动 包 括 趣

“ 做 ”小 实 验、乐“ 赏 ”小 制
作、畅“玩”小科技等环节，
旨在将“创新”“科技”的种
子种在幼儿心田，引导幼儿
勇 于 探 索 未 知 之 谜。活 动
中，学生们变废为宝，将矿
泉 水 瓶 做 成“ 战 斗 机 ”“ 小
船 ”，将 大 纸 箱 做 成“ 航 空
母舰”“坦克”，将一次性水
杯 做 成“ 弹 射 火 箭 ”等，玩
得不亦乐乎。 

我省 2023 年上半年
自 学 考 试 时 间 敲 定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印

发《关于 2023 年上半年陕西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课程安排的通知》。《通知》中确定：

2023 年上半年陕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

间为 4月 15 日至 16 日。

《通知》指出，2023 年上半年陕西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共开考专业 45 个，停考过

渡专业 8个，其中专科层次 21个，本科层次

32 个（专升本）。同时，全国考办对部分课程

大纲、教材进行了修订，并公布了 2023 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课程使用的考

试大纲、教材目录。其中，大纲名称前加“*”

的，表示大纲允许考试过程中携带不具存

储功能的计算器。

此外，考生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

网，查询具体课程安排及 2023 年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全国统考课程使用的考试大纲、

教材目录及省考课程使用的教材目录等详

细信息。

2022 年我省成人高校
招生各科类分数线发布

本报讯 11 月 30 日，2022 年陕西省成

人高校招生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确

定，考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陕西招生考

试信息网和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分

数线和成绩。

据悉，2022 年陕西省成人高校招生各

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分别为：“专升

本”文化课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中医类、

理工类、经济管理类、法学类、教育学类、农

学类、医学类均为 125 分，艺术类为 88 分，

艺术类专业课分数线为 180分。“高起本”文

化课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理工类、外语

（文）均为 165 分，艺术（文）、艺术（理）均为

87 分，艺术类文化课分数线不含数学成绩，

专业课分数线为 180 分；“高起专”文史类、

理工类、外语（文）均为 110 分，艺术（文）为

51 分，艺术类文化课分数线不含数学成绩，

专业课分数线为 180 分。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忘记密

码，可点击“忘记密码”按钮，凭报名时注

册的手机号码找回 ；如非报名注册手机

号码，将无法找回密码，考生可联系报名

时信息确认点所属的区县考试机构查询。

同时，考生如对本人考试成绩有异议，可

在成绩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持本人身份

证、准考证向所在市（区）的招生考试机构

提出复核申请，复核结果由市（区）考试机

构通知考生。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请注意——

考前须连续14天进行健康打卡
本报讯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将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当前疫

情形势严峻复杂，为确保广大考生如期考

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 2023 年陕西

省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做好参考

准备的温馨提示：遵守防疫要求，合理安排

行程，连续 14 天（12 月 10 日至 23 日）进行

健康打卡。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提前

计划、合理安排行程，尽早返回考点所在

市，自觉落实考点所在地有关报备、核酸检

测、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防疫要求。同时，

考生返回考点所在市后至考试结束前，要

尽量减少流动，避免前往涉疫地区和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非必要不离开考点所在

市；考前连续 14 天（12 月 10 日至 23 日）进

行健康打卡。此外，考生须保持网上报名和

确认时填报的手机号码畅通，密切关注研

招网、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各考点发布的研

考公告信息，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考前

准备工作。

据悉，此次全省共有 43个考点，我市仅

宝鸡文理学院一个考点，联系方式是 0917-

3565611。考生如有疑问或遇突发状况，可

及时与考点联系，其他考点联系方式详见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云端课堂也精彩
8:30 至 9:00，早 读 ；9:20

至 10:00，语文线上课堂 ；10:00

至 10:20，阳光大课间……本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市部分

中小学校、幼儿园暂停到校上课，

开始了线上教学。那么，“云端课

堂”怎么样呢？我们不妨一起去

看一看。

“孩子们，今年入冬以来第一

场雪来了，想不想去雪地里奔跑、

玩耍？”“下楼，准备打雪仗。”……

11 月 29 日，刚上完网课，金台区

轩苑第一小学的老师们不约而

同地发出了这样一个“冲锋号”。

“耶, 玩雪啦！”……学生们一边

喊，一边做好个人防护，准备来一

场与雪的邂逅之旅。

不久之后，在轩苑第一小学各

班级群里看到，有的小孩正在雪地

里捏雪球，有的在跟弟弟妹妹打雪

仗，有的则在雪地里踩雪……

宝鸡高新第四小学的“网络课

堂”也很不一样, 他们正在相约网

络，共同见证神舟十五号飞天。只

见，学生们屏气凝神，看着搭载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点

火发射，看着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打开“家门”。当看到神舟十四号

和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

师”的一幕，学生们不由自主地鼓

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观看完飞天纪实后，宝鸡高

新四小学生激动地在班级群里互

动道 ：“致敬不断迎接新挑战的

中国航天员。我要向他们学习，敢

于有梦，敢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

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作为新

时代的少年，我们更要加倍珍惜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好学习、热爱

祖国，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贡

献自己的力量。”

金台区铁路小学的“云端课

堂”也是精彩纷呈。居家学习期间，

铁路小学的教育人带着孩子们，利

用家里的瓜果蔬菜，玩起了“水果

魔法”游戏。

游戏启动后，正如“水果魔法”

游戏这个名称一样，孩子们用一双

巧手，让水果完成了大变身。你瞧，

有的用橘子，拼出了一群“蝴蝶”；

有的用草莓和蓝莓，拼出了两条

“小鱼”；有的则用苹果拼出了一

只“螃蟹”……

金台区铁路小学校长刘少华

介绍说，这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

的居家学习生活，锻炼了孩子们的

动手操作能力、想象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劳动创

作的乐趣。

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

连日来，我市教育人在“云端课

堂”上，发挥奇思妙想，丰富教学

内容和形式，助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

今年以来，疫情反反复复，人们
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特别是学
生经常要居家上网课。在此提醒家
长们，居家期间，除了关注孩子的网
上学习，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孩子居家上网课，家长要多点
耐心和陪伴。特别是低年级的孩
子，不会操作电子设备，需要家长
协助并监督。但是，除了关注孩子
上网课，家长们更应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不要每天总把注意力盯在
学习上，一点点小任务没完成，就

批评指责，就像孩子犯了多大的错
似的。要多一点耐心与孩子沟通。
要知道，这个时候，孩子的心理也
是非常脆弱和孤独的。在学校有同
学玩，在家却什么都要听大人的，
除了学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限
制太多。家长不能一味只盯着学

习，不妨趁此机会多陪伴孩子，多
倾听他们的心声。

孩子居家上网课，要劳逸结合。
孩子的心理活动是非常复杂的，保
持愉悦是最基本的。如果家长发现
孩子因网课而疲惫或是烦躁，可以
陪他说说话，玩一玩，想点花样做做

游戏，暂时抛开学习。家长还可以带
着孩子一起做饭、做家务等，让孩子
有参与感、有成就感，让孩子觉得他
可以给爸爸妈妈做饭了，很了不起。
而且，尽可能多地让孩子感受到，他
们的生活中不只有网课、学习，还有
很多的美好与快乐。

学生在家上网课

亲子互动小游戏

居家学习需关注孩子心理健康 
王 玲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1月 30

日在京联合发布《2021年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报

告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96.8%，较2020年提升

1.9个百分点。未成年人过度上网情

况有所改善，工作日、节假日日均上

网时长与2020年相比均有下降。

报告指出，网络安全环境持续

改善，未成年网民遭遇网络安全事

件的比例较 2020 年下降，知道可

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权益维护或举

报的未成年网民比例提升，多数未

成年网民会关注与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相关的新政策、新法规。

根据报告，随着移动互联网向

农村持续渗透，城乡未成年人在互

联网普及率方面的差距已基本弥

合。目前，视频平台成为未成年人

获取信息重要渠道，而家长的上网

行为和网络素养也对未成年网民

有直接影响。

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未成

年网民规模达 1.91 亿。报告建议，

“政、校、家、社、企”协同发力，顺应

数字社会发展规律，治管教结合，

多管齐下，为“互联网一代”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此次报告覆盖 31 个省（区、

市）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报告聚焦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网络接入环境、网络使用

特点、教育监管、网络安全与权益

保护等方面情况，重点研判未成年

人互联网使用趋势变化和存在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建议。

（据新华社）

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普及率提升1.9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