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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鹏

患者进一幢楼就能解决所有眼科问题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临床诊疗中心将于2022年落成

烈日炎炎， 虹口区海宁路 100 号地

块， 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作为

2019 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之一，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临床诊疗中心于去

年 9 月动工，预计将于 2022 年落成。

“传统医院以治疗手段为中心的学

科布局， 正逐步转型升级为以疾病为中

心的学科布局理念。”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吴锦华表示， 市一医院眼科临

床诊疗中心将以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科为

引领， 以国家眼科临床研究中心建设为

契机， 打造具有优势学科品牌的疑难重

症诊疗中心，助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辟出绿色公共空间，建
设上海第一家无围墙医院

在上海市“十三五”规划中，市一医

院眼科临床诊疗中心成为第一批立项的

社会民生类医疗卫生项目。

由于毗邻市级文化保护建筑虹口区

消防站、天然景观带虹口港、著名历史保

护建筑风貌区 1933 老厂房， 想在这块

“宝藏”之地动工并非易事。 针对周边环

境复杂、施工场地狭小等情况，院方特别

采用逆作法施工， 如同微创手术般精细

化操作，既保证施工安全，又不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和医院的正常运作。

建设中的眼科临床诊疗中心总建筑

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包括两幢建筑与一

个地下空间。 其中，22 层高的 A 楼将承

担眼科诊疗的复杂医疗功能，包括门诊、

视光中心、智能化手术室、各亚专科病房

等；5 层高的 B 楼将作为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医院教

学中心等；3 层地下空间则将作为影像

科检查及大型设备用房，并引入超市、餐

饮等便民服务设施。

整个项目地下一层与基地内原有门

诊楼、医技楼等地下室可相互连通，在门

诊楼改建后形成整体的建筑群落， 并与

周边建筑风格和谐共生。

值得一提的是， 新的诊疗中心还将

专门辟出绿色公共空间，24 小时向市民

开放， 其中地下庭院将成为市民的休闲

场所，打造上海第一家无围墙医院。

引入 BIM 技术 ，让诊
疗中心“活”起来

医疗建筑是最复杂的民用建筑，设

计建造过程中， 不仅需要把复杂的医疗

专业知识与建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还

需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和现代

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 满足现在和未来

大众对于医疗的需求。上海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投资部主任魏建军告诉记者，项目特

别引入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以实现

医疗建筑全生命周期智慧化管理。

哪块施工空间没有利用起来？ 哪里

排线出了问题？ 通过参数化 BIM 模型，

眼科临床诊疗中心“活”了起来。 院方可

提前“透视”工程的每一个细节与难点，

所有问题都可事先通过 BIM 进行 “演

练”，避免了盲目施工和返工损失，让整

个施工过程又快又好。 截至目前， 基于

BIM 技术， 该项目已解决管线碰撞问题

2361 个，设计质量协调问题 79 个。

通过“一站式”服务模
式，让患者免于来回奔波

今年 5月，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发文，正式批准市一医院为国家眼

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

建设中的眼科临床诊疗中心正是以

此为契机， 立足国家需求和眼科发展前

沿，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致力于眼部疾病

预防和诊疗新技术的研发。

吴锦华介绍， 市一医院眼科在优化

疾病综合诊疗方案的基础上， 将通过适

宜技术推广、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影像

阅片技术， 加强实时远程会诊和临床指

导等网络服务，建设医疗联合体；同时加

强医研企协同创新，以临床需求为驱动，

积极开展眼科产品研发及转化。

未来，眼科临床诊疗中心将主要围绕

眼底病、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等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眼部疾病，形成“医、教、

研、防”四位一体的眼科专科中心。

届时，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病患

不必再为各种检查在医院不同楼层甚至

不同大楼间来回奔波。 “我们要做的，就

是让患者享受到更好的就医体验、 更高

的医疗水平， 让他们在一幢楼里解决所

有眼科问题。 ”吴锦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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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家庭三堂课：亲子关系如何正确打开
电视剧《小欢喜》迎来大结局，观众围绕该剧的热议并未降温

热播电视剧 《小欢喜》

昨晚迎来意料中的 “小团
圆”结局 ：乔英子如愿考取
南京大学天文系 ； 林磊儿
考入清华大学 ； 方一凡虽
然成绩不好 ， 但也凭借着
歌舞特长考取了南京艺术
学院 ； 季杨杨在妈妈生病
后迅速成熟起来 ， 在高考
中取得理想成绩

但在荧屏前，围绕这部
电视剧的讨论迟迟没有降
温。 不少观众感慨 ，《小欢
喜》呈现的是三个家庭围绕
高考展开的育儿故事，家长
们对孩子或得体、或过激的
教育方式， 仿佛一面镜子，

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无数家
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遭遇
的难点：貌似家家有本难念
的经 ， 破解之法到底是什
么？ 其实，《小欢喜》不仅是
一部电视剧 ， 更像是关于
中国式教育的公开课

不过度焦虑不过分“放羊”，找到平衡点
很多观众都记得 《小欢喜》 中有这

样一幕： 高考临近， 高三考生妈妈童文

洁看着仍不着急的儿子方一凡， 气不打

一处来： “高考代表了你的一生。” 而

方一凡则回复 ：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

始。” 可以说， 母子俩的这番对话， 是

两代人对于学业、 高考存在 “认知差”

的强烈写照。

事实上， 随着 《小欢喜》 的热播，

沪上不少教育专家也因为该剧引发的话

题， 纷纷加入到追剧的行列中。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

究所学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枫认

为， 这部剧之所以让人产生共鸣， 是因

为它集中呈现了不少家长身上都有的一

种 “灾难化” 思维。 “别的孩子在学习

而你没学 ， 你就会落后 ” “考试没考

好， 后果很严重， 再不抓紧， 人生就要

完了” ……王枫从心理学角度解析说，

这种 “灾难化” 思维会导致家长不时产

生爆发式的负面情绪， 继而做出非理性

行为， 影响亲子关系。

更多与之相关的细节， 在电视剧中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 “直升机妈

妈” 宋倩对孩子有极强的掌控欲。 在她

看来， 女儿乔英子放弃清华、 北大， 报

考南京大学， 就是 “失败” 的表现。 直

到女儿被逼得患上中度抑郁症， 这位母

亲才开始反思：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健康快乐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中国家长中， 40%有童文洁式的

焦虑 ， 还有 40%拥有宋倩般的掌控

欲。”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陈小文

说， 家长围绕孩子教育和升学而产生的

焦虑， 社会成因十分复杂。 而这部电视

剧很写实地展现了家长们所面临的成人

世界中的各种压力， 并且， 这些压力和

负面情绪被家长不自觉地转嫁到孩子身

上 ， 期盼孩子通过高考来 “赢 ” 得未

来。 “实际上， 孩子所要面对的未来是

无法预知的， 明智的家长最应该做的，

恰恰是摒弃 ‘灾难化’ 思维， 让孩子身

心健康发展。”

“当下， 有的家长是把孩子的教育

看得太重、 过度焦虑， 而还有一部分家

长只在乎自己的事业， 无暇顾及孩子成

长， 采取放羊式的教育。” 一位教育学

者认为， 《小欢喜》 给中国家长、 教师

上的重要一课， 就是让更多人学会在过

度焦虑和过度 “放羊 ” 中寻找到平衡

点， 这考验着家长和教师的教育智慧。

看到孩子身上长处，学会尊重他的选择
《小欢喜》 之所以成为一部备受关

注的话题剧， 和它聚焦高考这一主题密

不可分。

为何要紧扣高考作为剧本创作的关

键词 ？ 《小欢喜 》 主创人员曾这样解

释： 剧情的设计， 源于对当下社会的洞

察。 《小欢喜》 中， 面临高考的这些孩

子身上呈现了一种时代风貌： 乔英子的

梦想是考上南京大学天文系 ， 方一凡

热爱唱歌跳舞 ， 季杨杨想做韩寒那样

的赛车手……简言之 ， 他们都有自己

的兴趣爱好 ， 但父母未必从一开始就

能理解孩子。

不过， 这部剧的主创人员曾在接受

媒体公开采访时 “预言 ”： 再过五年 ，

如果还有人要创作高考题材的电视剧，

很可能就不是这样拍了。 因为现在的这

一代父母仍在靠知识改变命运， 但他们

的孩子， 人生轨迹已经不完全如此。

在一些教育工作者看来 ， 这部电

视剧给家长的一则重要启示是 ： 要看

到每个孩子身上的长处 ， 学会尊重孩

子的选择。

不难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一

手 “操控” 孩子专业和未来选择的家长

已经越来越少了， 而开明的、 愿意尊重

孩子选择的家长， 总体数量开始增多。

个中道理很简单： 社会在进步， 人心也

随之有了变化。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渐推行， 高考

“一考定终生” 的激烈竞争局面已经大

大缓解 。 以上海为例 ， 从 2017 年起 ，

上海开始实行 “3+3” 新高考方案， 几

年下来， 已有越来越多学生从分数的博

弈中走出， 逐渐以兴趣作为思考人生的

起点。

名校尖子生的志愿填报， 就极具风

向标意义。 今年高考前， 记者到沪上多

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采访， 不少高中

班主任老师直言， 这两年， 越来越多的

高分考生不再一窝蜂地追求金融、 经管

等传统的热门专业， 师范类、 医学类和

一些基础学科专业如今都开始 “回暖”，

这足以说明， 如今的 00 后在高考志愿

填报这个关键时刻， 已经学会了追随自

己的学科兴趣与爱好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今

年 90%以上的应届毕业生选择加试一

度被认为 “学习难度较大 ” 的物理学

科。 这些学生的加试目的非常明确， 就

是为了报考理想的大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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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部称

得上 “走心 ”的电

视剧，光击中众多

“中年老母” 的内

心痛点、堵点是远

不够的。《小欢喜》

就像一部教科书，

提供了亲子关系

的正确相处模板。

很多年轻的

观众都特别喜欢

剧中的一个人物：

特别懂得体谅孩

子的母亲刘静。她

和英子成为朋友，

支持英子的天文

梦想，与她一起分

享脏脏包等网红

食品、互诉内心的

小秘密……“真想

有一个像刘静这

样的妈妈，能逻辑

清楚、慢条斯理地

说话。我要是有个

这样的妈，什么心

里 话 都 想 跟 她

讲。”在微博上，一

位中学生写下的

剧评尽管只有寥

寥数语，却收获了

很多点赞。

刘静的“完美

母亲”形象之所以

深入人心，是因为

她代表了一些能

平等与孩子交流、

倾听他们内心想

法和声音的家长。

王枫解读说，亲子

之间若能像朋友

一样相处 ， 孩子

就不会感受到自

我 成 长 受 到 威

胁 ， 也会以更加

积极的心态面对

人生。

不少沪上中

小学的校长和老

师们，也通过这部

电视剧，读出了自

己对教育的新思

考。“平日里，家长

们总是艳羡‘别人

家的孩子’，其实，

很多时候，孩子们

也在羡慕‘别人家

的父母’。”沪上一

位小学特级校长如此感慨。这，或许

也是《小欢喜》给家长们带来的第三

堂教育课。

陈小文也指出， 父母总是期盼

以自己的失败经验给孩子提个醒，

但生活中这种实际体验是不可替代

的， 说教和怒吼是最为苍白无力的

教育方法。 就像影片中呈现的小欢

喜、小美好结局一样，家长们应该了

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耐心守候在孩

子身旁，静待花开、静候成长。

《小欢喜》呈现的是三个家庭围绕高考展开的育儿故事，家长们对孩子

或得体、或过激的教育方式，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无数家庭在

孩子教育问题上遭遇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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