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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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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校想吃什么可自己说了算？通过手

机App可提前预订一日三餐？在食堂刷脸就能

取餐？最近，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推

出“智慧食堂”，让这些成为现实。日前一个中

午11时20分，记者在食堂里看到，取餐窗口分

别贴有A套餐、B套餐、C套餐，学生们在各窗口

黄线外有序排队，依次对准屏幕刷脸、确认个人

信息无误后，从窗口直接取餐（见上图），再从队

伍侧面有序离开，整个过程只需三五秒钟，十分

便捷。这也是全区首个实现“线上提前订餐，线

下刷脸取餐”的中小学食堂信息化管理系统。

可在家提前订餐
“智慧食堂”把学生在校“吃什么”的选择

权交给学生和家长，每周末，学生和家长在家

通过手机上的“智慧食堂”App查看下周套餐，

每日三餐分别提供A、B、C三种不同的可选套

餐，每个套餐荤素搭配。学生和家长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后，将所选套餐加入购物车，然后在

线完成支付，即可轻松预订好下周餐食。

食堂通过系统后台可查看、统计每种套餐

的预订数量，从而实现精准备餐。食堂还可通

过系统大数据统计，根据菜品预订频率，适时

调整菜谱，提升学生用餐质量和体验。

减少了餐食浪费
该校校长宋桂华表示，“智慧食堂”App上

线后改变了传统的学生用餐方式，原来是食堂

先备餐，学生到了食堂才能选择饭菜，现在是

学生提前完成订餐，吃自己喜欢的菜，能够最

大限度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应用App后，食

堂统计发现，以午餐为例，一周下来剩菜剩饭

减少了共约250公斤。

节省了取餐时间
“智慧食堂”减少了学生取餐所需等待时

间，每个窗口处只有对应套餐的菜品，食堂窗

口工作人员盛菜速度更快，也不必再计算菜品

总金额。据统计，一个年级近500名学生，约10
分钟就可以全部取餐完毕，时间比原来节省了

一半。“智慧食堂”App上线后，受到了学生们的

热烈欢迎。高二学生沈一天、王旭立即跟家长

注册了App。她们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每周末

就能在家里和家长商量好吃什么菜，在学校吃

得更符合胃口，很容易做到光盘，减少浪费。

原来用饭卡付钱，有时到了食堂才发现没有带

饭卡，还要跑回教室拿，现在没有这个烦恼

了。以前我们要到食堂看到菜品后再考虑吃

什么，窗口阿姨现场打饭，计算好金额后我们

再刷卡取餐，比较浪费时间，有‘智慧食堂’之

后，大大节省了取餐时间。”

具有可追溯功能
万一有学生忘记预订了哪个套餐怎么办？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将每个班级订餐情况统计

打印出来，交给有关老师，可供学生查看。还有

的学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未提前订餐，则可在

“未订餐”窗口刷脸成功后，领取指定的套餐。

据介绍，“智慧食堂”App还有可追溯功能，

准确记录每个学生每天的用餐信息，家长们也十

分认可。学生家长张文慧表示，“智慧食堂”让家

长能够参与到学校食堂用餐管理中，在提前订餐

过程中，家长也会考虑到营养搭配的问题，更加

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一直

是家长最为关注的，“智慧食堂”可以全程追溯，

确保孩子在学校期间的每口饭菜都可以有据可

查，保障了食品安全，让广大家长更放心。

本报讯 一顶帽子也能玩出无数种花样。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日前举办

的第十届英语科技节开幕式上，学生们的创意

帽子秀活动令人印象深刻。尖的、圆的、方的，

彩虹、蛋糕、垃圾桶、气球、树叶、动物、城堡和

乐高等各种各样的装饰元素让小小的帽子展

现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生们戴着自

制的帽子，互相秀一秀，充满欢乐（见右图）。

《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

计划（2020—2022 年）》指出，以创造性问题解

决能力为导向，以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和研究

为着力点，以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

目为载体，促进义务教育学校教与学方式变

革，进一步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创意帽子秀

活动，正是该校推进项目化学习的试点活

动。以创意帽子秀为载体，老师们带领学生

进行项目化学习，通过制作一顶体现中国特

色或者世界文化象征意义的帽子，融入爱国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多

元文化等元素，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培养学生

创造性思考、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们

设计的帽子十分新颖，展现了学生在项目化

学习中的创造力。

本报讯 水稻是如何从一粒

种子变成香喷喷的米饭的？现代

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日前，松江

第三实验小学开展“辨五谷知节

粮，爱劳动促成长”主题教育活

动，三（3）班萤火虫中队的队员

们走进泖港镇腰泾村，在田间了

解水稻种植知识，挥锄体验农业

劳动。

在“全国十佳农民”、家庭农

场主李春风的带领下，学生们来

到田间地头，近距离了解水稻的

生长过程，体会“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认识到节约粮食的

重要意义。

接着，队员们一路欢声歌唱，

徒步来到上海汇民农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主范慧峰带大家参

观了储藏大米的冷库，介绍了大

米加工的过程。在农耕文化园

里，传统农具与现代化农机形成

了强烈对比，学生们对现代化农

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范慧峰一

一作了介绍。当一部部拖拉机、

播种机、收割机等展现在大家面

前时，大家不禁感慨现代化农机

的了不起。

随后，学生们体验各种农

活。拔草的过程不亦乐乎，挥锄

间感受着劳作的不易，满怀期待

播撒花籽。蓝天白云，微风习

习，金色的稻浪，学生们不禁高

歌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美妙

的歌声在田野间飘荡。

最后，老师倡议队员们弘扬

中华节约传统美德，传递正能

量，争做学校、班级的光盘榜

样。大家一一写下了“珍惜粮

食，从我做起”的约定，表示将以

实际行动珍惜粮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校长陈

伟平日前做客《直播松江——校长来啦》访谈节目。

该校是一所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松江区

人民政府于2016年联合创办的九年一贯制公办

学校。陈伟平表示，开办之初，大学领导就希望

将学校建成一所上海基础教育领域的特色品牌

学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有毕业生录取分数高、

就业率高、毕业生薪酬高的“三高”特点，是全国前

20强的财经类大学；大学的校训精神是“诚信、宽

容、博学、务实”。为了帮助附校更好地传承大学

优秀文化基因，2017年 6月，附校新校建设完成

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捐赠给附校一座“知识门”

雕塑，寄托大学对附校的厚望和期待。附校校园

每一幢楼每一条路都沿用了大学的路名、楼名。

“把知识门代表的大学精神，通过创新科技

的建设来推动文化传承，学校在课程开发中还积

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陈伟平介绍，2017年，学校

引入两名信息科技研究生，跟学校的老师一起合

作，组建了学校的创智课程开发团队，每个老师

认领一个项目，分年级、体系化构建科技课程体

系。通过几年努力，学校已形成智能机器人、机

器手臂、计算机编程、3D打印，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等不同项目涵盖各年级的学生。值得一提的

是，学生们在老师引导下，学以致用，通过所学到

的计算机编程知识，自己测量“知识门”数据，进

行计算机建模，设计程序，最终用3D打印技术制

作出3D“知识门”模型。

坚持高起点办学，努力培养具有广博学识、高

雅品行的附校学生，积极打造一所高品质、有特色

的品牌学校是附校的办学愿景。学校诚聘天下英

才，主动出击，到全国各地重点示范大学招聘优秀

教师，提高了教师引入门槛，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

优秀的师资队伍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校还

为教师搭建学科组、校级、区级、市级四级成长平

台，每年开展博雅教师评比等。每个教师入职第

一天都要交一份课程开发实施设想表，发挥教师

们的能动性，打造优秀师资队伍。

学校还依托大学优质资源，立足区域特色文

化，发挥教师专业特长，积极推进博雅课程建设，

努力形成品美人文社会、创美科学技术、健美体

育健康、尚美艺术审美、育美生活实践的“五美”

系列课程，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博雅“五

美”课程包括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根据区域文

化特色和大学资源、教师特长开发的校本课程以

及生活实践课程，培养孩子自主规划、选择、评

价、调整的能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学校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各个院校建立

深度合作关系，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为学生全面

发展搭建平台。如学校依托外语学院开发了中

外文化课程，积极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与来自各国的留学生进行交流，品尝

各国美食，每年暑假开展中外学生文化交流活

动，请留学生到家中做客，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

向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与留学生建立友谊，提

升跨文化交流能力，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支

持。学校自主开发的棒球课程、手风琴课程也深

受学生们的欢迎，并逐渐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

频频获得各级各类奖项。

“早上一直起不来，没时间

吃早饭。妈妈总是抱怨我变懒

了。但是，她不知道的是：我晚

上一直睡不着，直到凌晨三四时

才勉强入睡，但 6 时就要起床，

我真的起不来。”

“我一直不觉得肚子饿，吃

不下东西，每天吃饭时，所有人

都批评我挑食和矫情，但他们根

本不明白我是真的吃不下。”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上课

开始走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思想

听课，所以作业质量一直下滑，

成绩也下滑，父母总觉得是我不

够努力，越来越不爱学习。他们

开始用更为严苛的方式逼迫我

做作业，逼迫我去补课。我真的

很想好好学习，却怎么也控制不

了自己的思想不走神。”

“我的记忆力越来越衰退，

总也记不住知识点，读了无数遍

都背不出来，但是老师总认为我

不认真，不停地让我罚抄。父母

也非常生气，越来越不喜欢我。”

“我经常头疼，身体不舒服，

不想上学。但是医生说我没有

病。父母都认为我是在装病以

逃避学习，说我越来越堕落了。”

“我喜欢上了吃东西，吃得

太多，却停不下来。父母总觉得

我贪吃，太馋，但我真的已经不

知道什么是饱，什么是饿。”

以上是许多孩子对笔者的倾

诉。笔者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

一直被老师、父母和朋友误解，总

觉得他们不是好孩子，他们是在

堕落。其实，他们是病了。

据统计，中国抑郁症患者已

近 1 亿，患病率为 6.1%，而其中

患病最多的就是少年和青年，抑

郁症占 15-34 岁人群死亡原因

的第一位。

近年来，一直有中、小学生

和大学生自杀，其实最主要原

因就是抑郁症。由于许多家长

和老师甚至是医生都缺乏对抑

郁症的了解，一直误以为孩子

在堕落，直到孩子病到自杀都

不清楚孩子究竟是怎么了。还

有些家长已经感觉到孩子可能

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但他们

却因为有“病耻感”而一直逃

避，一直自欺欺人地否定，以至

于耽误了孩子的治疗。这真是

不该发生的。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主要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大脑

神经递质不平衡有关。神经递

质不平衡会导致神经调节不稳

定，进而引起情绪调节功能下降

或出现紊乱。抑郁症主要表现

为情绪低落、自卑，产生无助感、

无用感和无价值感，严重者有自

杀倾向。

最近知名华裔科学家张首

晟骤然辞世，年仅55岁，也是由

于抑郁症。

抑郁症不仅令人感到肉体

痛苦（诸如头疼、胸闷、胃痛、肩

颈痛、耳鸣、心慌等），而且还会

产生思维障碍、阅读障碍、语言

障碍。

目前青少年得病的主要诱

因为：不当的家庭教育和长期

在紧张和高压下学习生活。现

在的应试教育体制，不仅令孩

子承受巨大的课业压力，而且

也剥夺了孩子大量的自由时间

和空间，让他们时刻处于极度

紧张和高压状态。同时，家长

不断催逼、苛责孩子，用错误的

方式养育孩子，孩子就极易患

上抑郁症。更为可怕的是，家

长还认为孩子在堕落，用更为

严苛和极端的手段来“惩罚”孩

子，以为这样能“改造”孩子，让

孩子“变好”，那就是雪上加霜，

把孩子往死路上赶。

每个孩子都想努力成为好

孩子，不可能天生愿意堕落。如

果孩子出现身体不适，行为怪

异，成绩直线下滑，父母就要引

起注意了，但千万不要第一时间

把孩子往坏处想，要格外温和地

询问孩子，了解孩子的真实想

法。父母如果感到自己无法解

决孩子的问题，要及时求助于精

神科专家，千万不要有“病耻

感”。其实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

是一样的，都是疾病，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轻度的抑郁症比较

容易疗愈，所以父母能及时带孩

子就诊非常重要。重度抑郁症

的治疗就比较花时间和精力了，

但还是有希望治愈的，只要不放

弃努力。

今天的话题也许有点沉重，

因为笔者看到许多孩子都有抑

郁倾向，或者已经得了抑郁症却

未能引起父母的高度关注，父母

还在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

子，致使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

重，就忍不住写下了自己的一些

想法和观点，希望能让更多的父

母了解抑郁症，知道该如何及时

拯救“堕落”的孩子。

线上提前订餐，线下刷脸取餐，上师大附外中推出“智慧食堂”——

学生在校“吃什么”自己说了算

上外松外师生玩起帽子“戏法”

传承大学优秀文化 打开学生知识之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校长陈伟平访谈

对话校长

辨五谷知节粮
爱劳动促成长

孩子不是堕落，而是病了
□沈苇磐

家有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