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看病最烦什么？流程复杂、排队时

间太长……在上海市胸科医院，近期，聚焦

患者在出入院服务中心排队长、等候久等就

医痛点，通过智能化再造出入院流程——以

往，患者在出入院中心平均等候时间为20

分钟，高峰时段要超过1小时，如今患者可

直接通过手机“掌上医院”完成操作，就医

感受大幅提升。

紧盯就医痛点升级服务，在这家三甲医

院里，新举措不止这一件。刚刚过去的

2023年是胸科医院三年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的冲刺年，院方希望，新的一年里，继续

将冲刺的这股劲化成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

加速器。

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李超红介绍，早在

去年初，经全院发动，各条线各党支部申报

了55项服务项目，最终20个项目获立项推

进。“这些项目皆从问题出发，以患者需求

和职工建议为切入。”其中，既有覆盖优势

学科创新就医流程的“大项目”，也有从患

者体验角度优化细节的“小切口”；既有智

慧医疗加持的“高精”举措，也有考虑患者

个性化需求的“温馨”服务。经过近一年推

进，这些新服务已全面落地。

以“自助办理出入院，提升服务新效

能”项目为例。医院不仅开辟了“掌上医

院”自助办理出入院、告别出入院“排队

等候长”的老问题，还拓展了“智慧服

务”应用，推出出院结算、住院清单查

询、补缴预交款、出院小结等功能，在让

患者“少跑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医

院运行效率。

针对部分患者进针困难、检验等候时间

长等问题，医院检验科提出“门诊检验窗口

对外服务提升行动”项目，针对早晨采血人

流量大的情况，采用“潮汐”排班方式，早

上8:00前可平均完成70位患者采血，让等

候时间缩短50%；对放/化疗打针的患者，

创新开辟在患者手臂侧面采血的路径，提高

“一针率”，减轻患者痛苦。

作为一家心胸疾病的三甲专科医院，胸

科医院的年放射检查量保持10%的高增长

率，检查报告定位准确率达99%以上，鉴别

诊断水平位于业内领先。但患者依然希望

“更快排上检查”，对此，放射科通过优化流

程、合理排班，实行一周开放7个工作日，

技术员一天两班制排班，实现CT、MR检查

预约及出报告时间在48小时内，及时快速

满足患者完成检查的诉求。

如今，医院越来越大，偶尔跑医院的人

难免“头晕”，有什么办法改进？该医院宣

传文明办推出《心胸疾病就诊攻略》科普导

诊视频，通过医院微信平台、纸质材料等方

式，帮助患者“学会看病”“少走弯路”。

胸科医院党委书记吴锦华表示，未

来，医院还将紧盯痛点不断“挖潜”，让变

化最终落在医院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落在

百姓的健康上。

紧盯患者排队时间长、看病流程复杂等就医痛点，上海市胸科医院面向医患推进“服务年”

让患者“少跑腿”，助医院运行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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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道上海某区初三学生测试

的语文作文题在网上引发热议——

“在过往的岁月里，你的生日是怎么

过的？家人们的生日又是怎么过的？哪

一次你或家人的生日让你印象最深刻？

为什么呢？请以‘特别的生日’为题写一

篇文章。”

乍眼一看，作文题谈不上有难度，但

很多初三学生在考试结束后却表示，这

道作文题“难出天际”。还有考生评论，

“准备了五个材料，结果一个都套不进

去。作文让我现场写，真的麻了。”

一场“特别的生日”，为何难倒了一

片初三学生？在沪上不少教育界人士看

来，这道看似十分生活化的作文题目，恰

恰折射出当前中学写作教育中的问题：

在考试面前，不少学生甩不开“套路”写

作的惯性，也缺乏“我手写我心”的勇气

与底气。

“套路”写作行不通，这样
的命题算不算成功？

上面这道初三学生的语文作文题，

究竟难吗？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徐默凡看来，这道题目不仅不难，而且

题目出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日，且

题目还特意启发学生，可以拓展思考家

人的生日等等，这些都建立在学生日常

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审题方面几乎

没难度。

但为何这么多初三学生叫苦不迭？

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杨浦高级中学副

校长王伟一语道破：如今，不少学生在考

场上不是现场写作，而是根据自己事先

背诵好的几篇范文，根据题目现场拼凑

一下“套”进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少

学生之所以觉得这道作文题目难，是因

为事先储备的素材，在考试现场套不进

去了。”

一道作文题，不经意间戳中了当前

初中写作教学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命

题的趋同化。上海市真北中学副校长、

普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吴钟铭举了个例

子。有一段时间，不少老师喜欢在作文

命题中引入传统文化，这本来是一个很

好的命题方向，引导学生关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文化自信。但因为考试

题目高度趋同，导致大量学生为了应试，

拼命搜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种

素材，然后背诵成文，在考试时开启“套

路”写作。

“长此以往，我们的孩子对社会生活

的观察、理解和表达能力会逐步下降。”吴钟铭直言，这足以引起

语文老师的重视和反思。须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帮助

学生构建从生活中捕捉细微触感的能力，恰恰是语文写作教育

中最需要保留、也最具价值的部分。

另一方面，学生相对贫乏的生活经历，或许也是让他们感到

作文题目难写的原因之一。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科

研室主任樊阳坦言，如今的不少学生，不仅写作陷入“套路”，他

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定式”。比如，有的学生之所以觉得生日没

什么可写，就是因为平时过生日时，一家人无非是聚在一起吃吃

喝喝，或跟随网上的潮流“打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忽略

了对成长本身的深入思考。

没有时间现场构思，加工“预制菜”的应试
无奈谁懂？

不过，在讨论写作教学之余，也有不少人为坐在考场上的考

生们鸣不平。

“没办法，之前用心写的作文，由于踩不到得分点，拿不

到高分。后来，我背诵了一些作文百搭模板和考场‘万能作

文’，在考试时拿到了不错的分数。”一名学生的心里话，道出

众考生的难处与无奈。也有家长说，考试作文评分自有“踩分

点”，而孩子们充满个性色彩的文章，往往不在这些得分点

上。在写出真情实感和获得高分作文之间，该如何抉择？这确

实让人纠结。

徐默凡还有一则观察：上海的中考语文要求在100分钟内

完成一张满分150分的卷子，这一考试时间可能是全国最紧张

的。在这段时间内，考生要完成古诗文、现代文、综合运用、写作

等四个板块的题目，盘算下来，有些学生留给作文的时间可能只

有30分钟。“很多时候，考生根本没有时间现场构思，只好加工

‘预制菜’。”徐默凡说。

吴钟铭也表示，就应试策略和考生的考场心理状态而言，就

连不少一线语文教师也建议学生采取“保守策略”，事先准备几

篇成熟文章保底。“考场上，学生更容易失去安全感，加上应试紧

张状态，思考能力不如平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佳作，

难上加难。”

站在考生的角度来看，一道生日作文题究竟算不算难？或

许，比起写作文的学生，承担作文教学的语文老师们更应展开深

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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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鹏）即将到来的2024年寒假，上海将首次

创新开办小学生爱心寒托班，将爱心托管从暑假延伸至寒假。

记者昨天获悉，团市委、市教委联合相关主办单位，计划于今年

1月22日—2月2日（工作日全天）开办小学生爱心寒托班，为期

2周。目前在本市小学就读的学生均可报名。

据介绍，除个别需求不足的街镇外，全市16个区的大部

分街镇将开设229个寒托班办班点，预计服务小学生超一万人

次。办班点设置兼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重点区域。此

外，部分区结合区域实际，在园区、楼宇开设办班点，直接

满足来沪新市民、一线务工人员及“新业态、新就业”领域青

年的需求。

此次寒托班坚持“公益、自愿”原则，提供公益看护服务。学

生必要的午餐、保险、活动耗材等费用由学生家长承担。各办班

点原则上按照400元/人 ·期（2周）的收费标准向学生收费。

各办班点正式报名时间原则上不得早于1月10日上午9

时，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先到先得。

寒托班各办班点除班主任外，配备不少于3名志愿者、2名

具有相关资质的安保人员，落实专人专岗。大学生志愿者可通

过所在高校团委进行报名，也可向团区委或选择居住地就近的

办班点报名；高中生志愿者可通过学校团委向团区委或选择居

住地就近的办班点报名。

全市  区开设   个办班点，
预计服务小学生超 万人次

上海将首次开办小学生爱心寒托班

本周末，上海春考将举行笔试，沪上高三

学生迎来首场高考实战。

谈及今年的春考，有一个亮点不可不提：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部属院校首次加入，再

度提升春考“含金量”。

此外，根据市教委公布的招生简章，2024

年，上海春考招生计划相比2023年增加了

243个，总数达3019个。

无论是招生院校的队伍壮大，还是招生

计划数的增长，这些看得见的利好都指向一

点：作为上海高考改革的重要举措，如今，春

考的招录模式颇受欢迎。

实现高校和考生的“双赢”，上海春考究

竟做对了什么？

多所院校新增特色专业，吸
引优秀考生

在2024年春考招生的26所院校中，上海

外国语大学的关注度颇高。

很多人好奇，上外为何要加入春招的队

伍？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招生办主任张建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更好服务“一带一

路”倡议及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水平小语

种人才的需求，今年，上外投放春招的两个专

业均为双一流学科，分别是阿拉伯语和朝鲜

语专业，且都拥有本硕博培养体系。特别是

上外的阿拉伯语专业，是该领域全国唯一一

个重点学科。学校希望通过更多综合评价招

生探索、创造更优条件，吸引有志于投身相

关领域的优秀学生。而从学生未来的毕业

“出口”来看，符合当前相当部分机关、媒

体、大型国企及民企对外事、外宣、外贸的

需求。

今年，多所院校均在春招中新增特色专

业，彰显招生的“诚意”。在采访中，不少大学

招生办负责人表示，从这些年的反馈数据看，

从春招录取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其学业表现

和综合素养往往高于秋季高考时录取的学

生。谈及个中原因，有专家认为，这可能和考

生对专业的忠诚度有关。“有志于参加春招录

取的学生，一般定位精准，对学校、专业的认

可度较高。”

事实上，一些招生院校正是因为尝到了

甜头，才不断加大春考招生力度。上海师范

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是今年的春考扩招“大

户”，招生计划150个，相比去年新增30个。

上海立达学院今年新增4个专业，包括金融

科技、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会计学，并相应

增加了100个招生计划。

上海杉达学院招办副主任张一帆告诉记

者，今年该校共有13个专业参与春考招生，

招生计划总计400个，以适应学生未来就业、

升学等不同的需求。比如，该校护理学今年

招生计划达70个，就业情况一直比较理想。

学生通常大三年级即前往沪上三甲医院实

习，多数在大四时留用转正。此外，汉语国际

教育则是今年首次加入春招，采取中外合作

办学的“3+1”模式，适合有志于出国深造的

学生。

备战春考是“练兵”也是实战

对多数高三学生来说，备战春考更像是

一次“练兵”，希望通过春考感受重大考试的

氛围、检验应试心理状态。当然，每年也有不

少学生通过春考实战成功“上岸”。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近三年

每年通过春考被沪上各高校录取的学生人数

基本在20至30人左右。校长薛志明记得，去

年和前年，该校均有多名学生在春考中被上

海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录取。“这些学生的综

合实力不俗，如果当年参加秋考的话，或许会

取得更好的成绩。但当时他们在春考中都有

心仪的专业，所以坚定地抓住了机遇。”

这些年，春考在考生心目中不仅热度不

减，甚至还有升温之势，原因何在？薛志明坦

言，对于一些语、数、英成绩本身不错、但“小

三门”相对较弱的学生，春考往往被视为“第

一目标”。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

级中学校长陆振权看来，2024年上海春考招

生总人数突破三千人，但相较每年秋季高考

五万多名考生而言，占比并不算多。他的建

议是，今后春考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比

如，进一步增加各类应用型、技术型院校以及

职业本科院校的录取名额，这对于缓解升学

压力应该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所本科院校招生计划    个，上外首次加盟提升“含金量”

上海春考逐年升温原因何在

    年上海春考新增专业

上海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朝鲜语
上海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合作办学)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民商法律）、法
学（经济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电子封装技术
上海政法学院 俄语
上海戏剧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

演(戏曲音乐)

上海电机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

上海杉达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汉语国际教育(双语教学)

上海建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中外合作)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集成电路
设计与集成系统

上外贤达学院 会计学(全英文教
学)

上海立达学院 金融科技、汉语言文
学、人工智能、会计学

中侨职业大学 建筑工程、现代物流
管理

相关链接

在大学，有些课程传递知识，有些课

程则传递温度。

“经历了ICU（重症监护病房） 之行，

我才发现，活着就有意义。”“和养老院里

的老人聊天竟然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看过新生儿家长喜悦的表情，我给久未联

系的父母拨去了电话。”……这些关于人生

的感悟，均来自同济大学网红选修课《生

命的省思》的课程作业。

课程聚焦生命的意义，从恋爱、挫

折、独立等00后大学生日常关心的话题入

手，引导青年学子感悟、珍惜并敬畏生

命。目前，这门课已在同济大学的多个校

区开设了11个平行班，悄然触动着上千名

学生的心灵。

“法国诗人阿尔弗莱 · 德 · 缪塞说，生

活如同一朵玫瑰，每片花瓣代表一个梦

想，每根花刺昭示一种现实。”谈及开设

这门课程的初衷，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姚玉红直言，大学生在

尝试独立生活的同时，也会迎接各种挑

战。帮助年轻人建立终生“可变速”的适

应能力，帮助他们理解并应对日常的平

淡、无常的冲击，并从中活出自己的生命

价值、生命意义，这应是大学教会学生的

重要一课。

在直面生死中感受生命的重量

“你印象中的ICU是怎样的？”这是同

济大学学生景雯雯在探访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ICU之前，向同行小伙伴提出的问

题。于这群20岁左右的大学生而言，ICU

乃是生死较量之地，因生命的丧失而可

怖，因抢救的身影和机器的滴滴声让时间

变得有形，也因病痛的呻吟显得沉重。但

让同行的七名学生没想到的是，走出ICU

后，每个人都产生了对生命的敬畏，以及

对活在人间的那份“小确幸”。学生们不约

而同地写下了一个关键词——“珍惜”，珍

惜能够自如跑跳的当下，珍惜当下才能不

负未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护士长姐姐说的

那句‘把握生命的每一分钟，做你想做的

事情吧！’。”随着选修结束，景雯雯不由感

慨道。

确实，从一门课程的修习中认真思考

生命的价值、收获“好好生活”的动力，

这样的课，不“火”也难。记者从同济大

学获悉，《生命的省思》这门生命教育课最

初于2020年在线上开设。线下教学恢复

后，学校第一时间将其拓展为线下课程。

从2023年春季学期开始，这门课有了新的

尝试。在老师的组织下，学生们走进

ICU、产房、养老院等带有特殊生命印记

的地方实地采访，以视频和文字形式做好

记录和总结。

实地采访，给不少学生带去了从未有

过的生命体验。比如，有学生在妇产科医

院目睹新生儿到来的喜悦后，给许久未联

系的父母拨通了电话，进行了青春期后的

首次深度沟通。

对大一学生闫振而言，这门课就像一

场“心灵体操”。进入大学后，来自山东枣

庄的他曾一度因身边“牛人”太多感到苦

恼，时常因不够自律、爱拖延陷入精神内

耗。因为学长的推荐，他拼手速抢到了这

门课。而随后，在这门慢节奏的课程里，

他不仅结识了来自不同年级的好友，还被

养老院的老人治好了精神内耗。

那一回，闫振和伙伴们一起前往宁馨

养老院采访。“我们蹲在床边，轻轻抚摸着

老人的手，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闫

振尤为感动的是，每个老人的记忆都充满

了蓬勃的生命力，有的老人把自己的爱好

坚持了一辈子，耄耋之年仍旧保持着对生

活的热情。

由此观照自己，闫振说，这门课帮助

大家学会了内审，懂得审视自己的生活方

式、学习方式，重新找到了学习、生活的

节奏。

在应对“小事”中提升心理韧性

除了让学生走进这些镌刻人生重要意

义的场所，《生命的省思》 课程更多聚焦

的是成年人心中的“小事”。例如，与室

友之间出现了小矛盾，选择社团时举棋不

定等等。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脆皮大学

生’现象，但大家其实忽视了为什么‘小

事’会击中他们。”在姚玉红看来，正是因

为对这些“小事”的忽视，一些学生埋下

了心理隐患。

因此，在《生命的省思》课上，老师

会与学生平等地讨论如何应对失恋、回应

父母的高期待以及如何建立友谊等等。

对青年学生而言，是否能把握住人生

的机会，往往正是取决于对这些“小事”

的处理。“不要轻视这些‘小事’，因为在大

学这个人生阶段，人们很难遇到‘大事’。

另一方面，人生原本就充满着很多‘小

事’，也正是在这些‘小事’中，我们随时

积累着营造幸福生活的储备。”姚玉红说。

“教育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

关于生命的教育。”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彭

震伟也谈到，大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各种专

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学习如何面对生命

的各种不确定性、养成终生“可变速”的

适应能力，不断提升心理韧性和生命质

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大学生很需要学习

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应是大学里的一项

隐形专业课。”

目前，同济大学学研工部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的教师正带动全校30余名辅

导员一起加入，不断丰富这门心灵课程。

同济大学心理中心还在这门课的基础上，

出版了新著《你好，生命——写给年轻人

的生命教育课》。

同济大学网红课《生命的省思》鼓励学生走进养老院、产房、   ，感悟生命的价值意义

传递生活的真谛，大学里重要一课

同济大学生命教

育课《生命的省思》课

堂现场。

（同济大学心理
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