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与幸福是 “本家”

健康，是基础，是前提，是关键，人

人皆知，但基础如何夯实、前提如何满

足、关键如何发威，的确是一道“生命教

育”之题，一种“幸福感”之源。

可贵的是，上外静小的解法，是在

健康上与专业结缘，在教育上与科学结

盟，在“医教结合”上架起了走向幸福的

彩虹桥。

健康与幸福是“本家”，上外静小的

“望、闻、问、切”在“医教结合”上屡出高

招，以至于教育的“神、色、形、态”有了

幸福的样态。

第三只眼

■苏军

医教整合
幸福之光

教育与医学 ， 都是人学 。 因

此， 医教结合， 从本质上说， 既是

育人同途， 也是仁者同心， 更是融

通之道。

医者和师者携手， 医术与教艺

碰撞， 博爱仁心为儿童， 医教结合

新启航。 有幸相遇， 不负遇见。

将 “启航新健康医学专家博士

团 ” 引入校园 ， 开辟了 “医教结

合” 新途径， 达成了教育与医学的

完美融合新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医教结

合”， 就是一束照进彼此 、 照暖心

灵、 照亮前程的幸福之光， 这与办

一所充满 “幸福感” 的学校不谋而

合， 一拍即合。

医教结合， 强强联手， 引领师

生健康生活理念， 致力培养良好健

康习惯， 携手点亮健康人生!

（作者为语文特级教师 、 民
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校
长 ）

燕子校长的话

■周云燕

眼睛开“眼”：从护眼开始 医学入“框”：从身边推开

开学第一课：开出“医教结合”健康幸福“专列”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创办有“幸福感”的学校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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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是 2021 学

年第一学期正式开学的

日子。 对上外静小学生来

说，也是健康幸福启航的

开始。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 。

“开学第一课”有些特别，

伴随着新学期第一堂课

的铃声，一辆崭新的、配备目前最先

进 5G 设备的 120 急救车驶入校

园，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徐雪

莉、 杨之光两位老师和顾尹婷同学

进行了关于出现突发状况的情景演

绎， 大家全程目睹了急救车上的救

护人员对“受伤”人员的专业施救。

急救专家郜素燕医生面向所有学

生， 清晰地演示了拨打 120 呼救电

话的正确方法， 仔细讲解了如何做

才能更好配合医生进行现场处理，

为被救人员打开生命的通道。 学生

们近距离观摩了 120 急救车上的急

救设备， 并与车上的急救医生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是上外静小在启航新健康医

学博士专家团的合作下， 与上海市

医疗急救中心联合开设的 “开学第

一课” 的情景， 也是为学生打造以

“守护生命”为主题的专属课程。

本次活动得到了上海市医疗急

救中心的大力支持， 党委书记吴晓

东、副书记顾丽萍、党办主任施祺、市

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综合办主任

钟彦等领导亲临现场，为未来的自救

自护课程开启了一道生命之门。

以人为本，是社会的根基；以健康为要，是校园的命脉。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在缔造幸福的过程中，始终将师生的健康作为“第一要务”，

高举“健康第一”的旗帜，让幸福的师生生活在健康的绿洲里。

健康系在心上，更落实在行动上。 学校将教育与医学联姻，精心探索“医教结合”在校园的
落地之路。 2021 年 3 月，上外静小有幸与由 100 多位三甲医院的医生组成的“启航新健康医
学博士专家团”结识、结缘。 崇尚公益，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走向一起。

校长周云燕说：“我们的共同愿景是探索医教结合的新路径，通过课程研发与教学创新，培
养青少年的健康习惯和医学意识，使其获得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幸福能力。 ”

同时，为夯实“医教结合”的基础，学校成立了以“科学学科”教师为主的课程研发团队，梳
理了当前科学教材中与健康医学相关的单元内容，借助“启航团”各科医生
的专业实力，为小学阶段的儿童构建起基于学科、高于学科的校本化科学
课程。

“医教结合”，在上外静小扬起了风帆。

破冰

启航新健康医学博士专家团
进校园 “开讲”

阳春三月 ， 一所致力于 “幸福教
育” 的学校有幸与 “启航新健康博士专
家团” 相遇。 几位专业务实， 大爱包容
的医生走进了上外静小， 开启了课程研
发 、 跨界合作的新航道 。 3 月 26 日 ，

在 “启航团 ” 团长潘俊杰医生的带领
下， 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霞等多位
专家医生莅临学校， 开设了一场 “健康
大讲堂”， 以一种专业的姿态与全体教
师见面了。 眼科专家高鹏医生为老师带
来了关于 “干眼症” 的科普讲座， 用幽
默生动的语言指导老师日常护眼方法 ；

肾病科的董睿、 林钐两位医生分别从中
西医角度为老师们提供了春季提高免疫
力的实用提示； 心内科的潘俊杰、 呼吸
科的李明两位医生专业细致地与老师探
讨了体检中的关注项目和注意事项。 几
位专家还为老师开展了一对一的咨询问
诊 。 活动成功 ， 得益于由医生组成的
“启航新健康医学博士专家团 ” 和由社
会人士、 医生家属组成的 “保障团”。

今年教师节期间 ， 华山医院潘俊
杰、 孙传玉、 朱小霞、 苗青， 华山医院
北院毛奇琦， 第十人民医院李明， 同仁
医院汪洁， 中山医院方颖， 上海国际医
学中心刘莉、 龙泉， 上海中医药大学李
艺， 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林钐， 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蒋亚斌等 13 位资深医生，

前来学校为教师提供周到的咨询服务 ，

让教师倍感温暖。 周校长说： “如果说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一个主题的话， 我觉
得首先是教师及其家人的健康幸福 。

‘启航新健康医学博士专家团 ’ 的医师
们和上外静小的教师们在一起， 是很美
的风景。 每年， 我们都可以这样过自己
的节日。”

加固

跨界项目组
为“医教结合”“开课”

“启航新健康 Meed” 项目名称 ，

取自 Medicine+Education 医学和教育的
前两个字母组合新单词 Meed。 上外静
小借助 “启航新健康 Meed” 项目的优
势， 研制 “医教结合” 专题课程， 旨在
通过 “医教结合” 教育活动， 使学生从
小树立健康意识， 掌握常见疾病的卫生
保健知识， 养成影响终身的良好健康习
惯； 通过 “医教结合” 教育活动， 以孩
子的好奇心为引导 ， 从孩子的视角出
发， 在轻松、 有趣的氛围中了解相关医
学及生理学知识， 感受医学的魅力； 通

过 “ 医 教 结
合 ” 教 育 活
动， 让学生学
会如何关注自
己的身体， 了
解基本的医学
知识， 认识到
人的健康是和
饮食、 睡眠及
良好的健康习
惯相关， 切身
感受到医学工
作的价值和意义， 并用所学的知识来关
爱家人和朋友。

经过多次线上线下的研讨， 结合儿
童的成长规律和认知能力， 学校与 “启
航团” 专家确定了研究方向， 跨界项目
组正式成立了。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眼科的高鹏医生承担了第一个
单元的项目研发， 即三年级第一个单元
“认识我们自己”。 结合当前教育部关注
的儿童防近工作 ， 大家一起探索融于
“医学视频” 的 “双师课堂”， 基于儿童
项目化学习的主题探究 。 学校三位教
《自然》 的教师陈杰、 何嘉乐 、 王晨斯

通力合作， 确定方向， 持续
研讨 ， 实践尝试 ， 形成经
验， 这样的跨界合作与深度
学习糅入了基于学校场域和
特定指向的思考， 具有独特
的意境和韵味。

惠泽

一颗“美好生活”的
种子 “开播”

让学生成为“医教结合”的最大受益
者。 为了更好地解读儿童，项目组的医生
们多次走进上外静小，亲历活动现场，观
看英语节原创舞台剧，参加草坪音乐会。

医生们置身于学生之中， 聆听儿童的声
音，感受校园的温度，品味这所学校散发
的幸福。 “启航团”的专业介入，给学校课
程打上了“医学健康”的印记，学习的“期
待感 ”、心理的 “舒适感 ”、成长的 “溢出
感 ”，将成为师生在校的 “生态 ”和 “常
态”，为上外静小将“幸福感”作为师生的
校园基色予以根本性的建构和基础性的
落实。

要像关注躯体健康一样关心孩子心理健康
上海市心理热线962525试运行满月，青少年群体心理援助需求获疏解，专家呼吁：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是世界
精神卫生日 。 记者了解到 ， 于今年 9

月 1 日全新开通的上海市心理热线

962525 试运行满月， 让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群体的心理援助需求获得疏解 。

与此同时 ， 相关专家也进一步呼吁 ，

希望家长要像关注躯体健康一样关心
孩子的心理健康。

儿童青少年群体作为推动社会发
展的最重要的生力军 ， 代表着希望和
未来 。 同时 ， 儿童青少年期也是一个
“暴风骤雨” 的阶段， 很多精神健康问

题始于儿童青少年期 ， 约一半的精神
健康问题在 15 岁前就会暴露， 四分之
三的精神障碍患者第一次出现精神症
状是在 24 岁前。 因此， 儿童青少年期
是精神卫生医学专家倡导全生命周期
心理保健的重要时间节点 。 今年 ， 我
国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 “青春之
心灵， 青春之少年”， 呼唤全社会关注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在业界， 多位学者呼吁， 近年来，

我国未成年人精神专科和综合医院心
理科门诊人数逐年递增 ， 因此 ， 儿童

青少年心理问题亟需引起更多来自家
庭 、 学校和社会层面的重视 。 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浩给家长的建议
是 ， 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

及时支持和协助孩子寻求专业帮助 。

同时 ， 青少年也要主动学习心理健康
知识和技能， 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

全社会则应共同为儿童青少年搭建心
理健康防护网 ， 同时平等地对待所有
精神障碍患者， 消除歧视和偏见。

今年 9 月 1 日 ， 中小学开学第一
天 ， 在上海市卫健委牵头下 ， 由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 、 市健康促进中心组
建实施的公益热线 “962525 上海市心
理热线 ” 开通试运行 。 该热线得到了
市教委 、 市通信管理局等多部门的支
持 ， 同时整合了各区心理健康热线和
精神卫生专业人力资源 ， 为青少年人
群和广大市民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

最新统计表明 ， 试运行以来 ， 平均每
天接听心理咨询及求助电话 110 多通。

为让这条心理热线更深入人心 ，

让更多人找到它， 962525 的标识 “心
迷宫 ” 也在昨天与大众见面 。 其主体

是一颗红色迷宫样的心形 ， 又似一段
长长的电话线 ， 寓意每个人在一生中
都可能遭遇困境 、 陷入心理迷宫 ， 该
热线就是助力解开心结 、 走出迷宫的
那一份支持 。 专家希望每个人能重视
心理健康， 正视心理疾病， 积极自助，

也勇于求助。

为让公众更深入了解精神康复者
的故事 ， 消除偏见和歧视 ， 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联合全市 16 家区级精神卫
生中心和各街镇阳光心园 ， 共建精神
障碍患者作品平台 “甜蜜之家 ” 。 昨

天 ， 精神障碍患者的作品首次以 “康
复故事+网络直播义卖” 的形式走向公
众视野。

“理解每一种痛苦 ，听见每一个求
助，支持每一份热爱。 ”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党委书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
神卫生分中心主任谢斌说，相信正是这
种开放、合作、包容与人性化的理念，让
上海的精神康复工作一直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让精神障碍患者拥有良好的康
复资源和平台，也让他们得到更多重返
社会、自力更生的机会。

上海高校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到“好习惯”
垃圾房变身校园网红打卡点、废物回收机让垃圾分类可兑换积分……

原本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房 ， 摇
身一变成为校园中的网红打卡 点 ；

校园里的高科技设备 ， 让师生通过
垃圾分类回收来兑换积分并微信提
现……新学年 ， 沪上高校全力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 垃圾分类成高校师
生 “好习惯 ”。

上海最新生活垃圾分类考评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1 -8 月 ， 全 市 高
校 100%达到了综合平均分 90 分以
上 ， 与 2019 年相比 ， 相关评分有大
幅上升。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 实
施已有两年， 垃圾分类如何从 “新时
尚” 变成 “好习惯”？ 沪上高校通过完
善制度规范、 加强宣传教育 、 推动志
愿服务等， 有效提高垃圾分类精细化
管理水平， 让高校的垃圾分类实效和
学生的垃圾分类意识双提升。

垃圾分类成新生入
学“必修课”

如今 ， 上海高校均已将垃圾分类

纳入新生入学的 “必修课”， 来自五湖
四海的高校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
同时， 还会收到一份同步寄送的 “垃
圾分类” 主题宣传内容 。 开学后 ， 各
高校的大学生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机构
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
师生垃圾分类意识。

复旦大学的新生大礼包中就有一
份 《复旦大学生活垃圾分类公约》。 在
入学教育环节 ， 学校将垃圾分类教育
纳入新生入学教育课程体系 ， 通过录
制垃圾分类专题视频 、 举办垃圾分类
专题讲座等形式 ， 不断强化广大新生
的分类意识， 学校还在入学考试中加
入垃圾分类测试题。

同济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
“垃圾分类与社会治理” 公共通识选修
课， 由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何品晶教
授团队讲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与资源
化的专业知识体系 。 课程还从社会治
理角度， 通过启发式 、 讨论式 、 情景
式等教学方式 ， 让学生真正了解当下
垃圾分类的社会意义。

上海建桥学院不仅将垃圾分类编
入新生报到手册 ， 与录取通知书一
起发放 ， 还将垃圾分类纳入课程体
系 。 2020 年起 ， 垃圾分类被纳入新

生的入学教育和形势与政策课 ， 大
一新生形势与政策课的第一讲就是垃
圾分类专题。

智能化设施改造，提
高垃圾分类效率

沪上高校有半数以上在暑假期间
对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进行了改造升
级 ， 通过智能化垃圾分类设施改造 ，

提升校园垃圾分类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新建四分类垃圾厢
房； 复旦大学添置智能垃圾箱 、 次氯
酸消毒除臭设备 ； 同济大学建造了新
的垃圾分类一体式压缩站 ； 华东政法
大学安装湿垃圾减量处理装置 、 垃圾
压缩机、 雨污水分流等设施。

同济大学还通过 “互联网+” 的全
新手段 ， 实现可回收垃圾的减量化 、

规范化、 数据化 。 师生可以把适宜循
环利用的废弃物用来兑换积分 ， 也可
以投放废电池、 过期药物等有害垃圾。

目前， 校园中 33 台回收机， 每年垃圾
回收量超过 820 吨 ， 全校师生每年通
过积分到账、 微信提现的方式结算金
额达 82 万余元。

多场景实践育人，全
方位打造“绿色校园”

高校的每一处场景都是思想的传
递，也都承担着育人的使命。 在上音校
园里，改造后的垃圾集中投放厢房变身
“旧料别院”，配上休憩座椅 ，与校园绿
化融为一体。 湿垃圾就地资源化无害处
理，让这里闻不到一丝异味。 今年以来
汾阳路校区产生的湿垃圾已实现“零清
运”。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侯立玉接受
采访时说：“校园的每一幢建筑、每一处
景点， 都是思想的传递和文化的表达。

垃圾分类减量是全方位打造 ‘绿色校
园’的重要举措。 ”

据悉， 上海 63 所高校 112 个校区
的垃圾分类已实现第三方测评全覆盖，

相关部门每季度、每半年对所有高校开
展综合评审，并向全市公布测评和评审
情况。 今年秋季学期正式上线的“上海
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监管平台”还
整合了本市高校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时
数据，各高校每月的垃圾分类情况一目
了然，为垃圾分类政策制定和各高校提
升垃圾分类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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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 在上海音乐

学院，改造后的垃圾

集中投放厢房变身

“旧料别院”，与校园

绿化融为一体。

荨 沪上高校有

半数以上在暑假期

间对垃圾分类的硬

件设施进行了改造

升级。图为同济大学

校园里的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