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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

本报讯（通讯员王慧玲）为了让学生了解艾滋

病，正视艾滋病，熟知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并了解一

定的防艾知识，在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裕华区

“2017 年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暨青春期教育

进校园系列活动”在石家庄市第四十九中学启动。

启动仪式由49中赵世豪副校长主持，与会人

员有裕华区教育局领导，市疾控中心刘丽花，裕华

区各中小学卫生工作负责人以及 49 中的高一学

生。

四十九中在学校里通过摆放图文并茂的知识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老师上讲解课、请专家做报

告、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

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学生主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

力，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

和歧视。

市疾控中心的刘丽花从专业的角度为师生讲

解了艾滋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如何预防艾滋病以

及无偿献血、禁毒等知识，翔实的资料，生动的语言

极具说服力，让全体参会的同学明白正确交友，洁

身自好的重要性。

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在预防艾滋病的红色条幅

上签名，倡议：“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

健康中国”,表示从我做起，共同努力、珍爱生命，增

强了社会责任感。

11月26日至11月30日，由西藏阿里地区团委

组织的“2017冀藏青少年一家亲”西藏青少年民族

团结交流团一行 27 人在河北开展了考察交流活

动。

交流团来到正定新区，了解新区规划建设发展

情况，感受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走进塔元

庄村，重温习总书记奋斗历程，体验新农村美丽乡

村建设的丰硕成果；走访石家庄外国语小学，观摩

特色少先队队会。

交流团追寻红色足迹，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回忆红色历史，重温入党

誓词，传承革命精神；走入众创梦工厂的老手艺体

验馆，观摩老艺人制作传统工艺品，亲身参与剪纸、

编制中国结等活动，感受河北独特的民俗魅力。

交流团还参观了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考察石

家庄通用航空产业园飞机制作车间，近距离接触飞

机生产线；走进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参观酸奶文

化馆和生产灌装过程；在河北北国奥特莱斯感受河

北新型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

交流团成员纷纷表示，此次学习考察交流活动

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受到了启

迪。交流团成员纷纷表示，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

当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

行，努力工作，守住初心，牢记使命，谱写冀藏团结

奋斗的新篇章。

（河北新闻网）

西藏青少年民族团结
交流团来河北考察交流

“共担防艾责任，
共享健康权利，
共建健康中国”
——石市49中艾滋病宣传教育
进校园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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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份，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要求各中小学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逐步建立起研学

旅行活动课程体系。对此，本报相继采访了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大中小

学校，从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数据收集，并推出了两期

关注研学旅行的专题。这一期的关注研学主题，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研学旅

行的受众——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看，大家对研学旅行

的态度，意见和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本报记者 王君星 刘杰 梁晓波

鹏鹏就读于省会重点中学，对于

刚满15岁的他来说，足迹已经遍及国

内外十余座城市。而这样丰富多彩

的经历，源于鹏鹏父母坚信的“最好

的成长在路上”。

鹏鹏的妈妈告诉记者，在孩子三

四岁的时候，她就会与同事、朋友结

伴，带上孩子一起到周边城市参观各

种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北京军事博

物馆、中国邮政博物馆……”现在提

及这些博物馆，鹏鹏妈妈如数家珍，

“往往一个博物馆仔细观看需要好几

天，而平日里只能周末带着孩子去

看。”所以，他们经常连续两三个周末

都“泡在”一个博物馆里，让孩子充分

感受博物馆里的氛围，仔细学习博物

馆里的知识。

而今，像鹏鹏妈妈一样带着孩子

研学旅行的家长越来越多。节假日

的高速路上、火车厢里，都会出现成

群结队的家长们带着孩子研学旅

行。他们或出现在各大博物馆，或出

现在各名胜古迹，或出现在各知名院

校……他们坚信，路途中的见识能够

开拓孩子的眼界，最好的成长在路

上。但对于研学旅行，他们在路上行

走着，也在摸索着，同时也在种种研

学旅行的乱象中纠结着，焦灼着。

家长：最好的成长在路上

张小洋是石家庄市某小学五年

级的一名学生，从一年级开始，每年

班主任都会带他们去课本中的一个

地方。“当课本中的文字活生生地出

现在眼前时，那种感觉奇妙极了。比

如苏州园林，置身其中，才发现原来

作者描写得那么贴切，苏州园林的美

被作者尽收眼底。”张小洋告诉记者，

研学旅行，不仅让他爱上旅行，也让

他发现了知识的美。文学、数学、地

理……每次出门，就会发现知识无处

不在，这让他的学习充满乐趣。“现在

最期盼的就是能和同学老师一起，到

大自然中去发现各种各样的知识。”

集体旅行，集中食宿，对郭同学

来说，研学旅行不仅能让自己开阔视

野，同时还让她体会到集体的温暖。

因为是独生子女，再加上平时繁重的

学习任务，郭同学很少有机会能与同

龄的朋友一起玩耍，每次研学旅行，

她最开心的就是能与同学们一起吃

饭、住宿，完成各种任务，这一过程，

让她体会到友谊的美好，也让她感受

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

学生：研学不仅开阔视野，还能收获集体温暖

王女士家的孩子是石家庄外国

语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读一年级时，

学校曾组织学生到石家庄植物园进

行研学旅行。“当时提心吊胆的，都不

想让孩子去。”王女士笑道，可因为班

里没一个孩子请假，所以她也只好让

孩子参加了。当天，孩子不仅安全回

家，还特别开心地说这说那。

“研学旅行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

助。”王女士说，在研学旅行过程中，

孩子会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合作，这

对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都有帮助。“比如中午带餐吃饭，他们

之间就会彼此照顾”，在王女士看来，

这些东西都是在课堂中学不来的，也

是研学旅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班

级组织研学活动一般都不允许家长

参加，虽然每次行动都不只一个老师

跟着，保证孩子安全问题，但是如果

能提供一个家长跟随的机会，不但方

便管理和照顾孩子，而且还有机会增

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和王女士一样，家长张先生也对

研学旅行这一创新型教育方式颇感

兴趣，但让张先生感到担心的是，研

学旅行是否真的能达到它所预设的

效果，是否能真正做到“学”“游”兼

得，“如果仅仅停留在出去游玩，意义

就会大打折扣。此外，安全、费用等

问题仍是研学旅行需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远途旅行的话，希望能让家长

一起跟着。”张先生说。

建议：研学旅行能否让家长同行

对于生活在石家庄二环边的王

女士来说，研学旅行是个陌生的词

汇。

“现在学校经常鼓励家长带着孩

子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没有那些

时间和精力，而且花费还是不少的！”

王女士说，想起自己小时候参加学校

组织的春游、秋游，觉得就足够了，

“孩子从小上辅导班、特长班，已经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了！”与王女士有同

样想法的父母不在少数，他们认为研

学旅行的花费用处不大，不想再多负

担。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对于相关教

育部门遴选建设的研学旅行基地，多

数门票价格减免。但冠以亲子园、体

验园的商业景区，尽管门票价格低

廉，但是活动项目定价不低。

“上周孩子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

去了一个体验园，一天下来100多。”

省会张女士告诉记者，偶尔参与班集

体活动，这种价位还可以承受，但如

果经常去，还是觉得有些压力。

教育部等11个部门印发的《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指出研学旅行坚持公

益性原则，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

经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减免费

用。《意见》还提出，各地可以采取多

种形式、多种渠道筹措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经费，探索建立政府、学校、社

会、家庭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

机制。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学生

们就能踏上研学的旅程，在路上感

受、探索、学习、成长。

问题：怎样把研学旅行的费用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