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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感受教育的温度
青年教师担当课后看护服务“主力军”

看书、做游戏、唱歌跳舞
“晚托”时段有趣不枯燥

周五下午，在师专附小专门
为“延时托管”创设的活动教室
内，十来个学生安静地坐在座位
上看书，他们来自一至五年级，
当天负责“延时托管”服务的老
师常莹不时关注着他们。讲台
上，有一个放满书的小书架，孩
子们可以选取自己喜欢的书来
读，熙熙选的是一本《观察力提
升大画册——仙境中的一年》，

“我今天的作业已经基本都做完
了，所以就看看课外书。”熙熙
说。坐在熙熙对面的是三（5）班
的丞丞，他捧着一本《斯蒂文，去
帮妈妈买东西》读得津津有味。

“同学们，今天常老师带来
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听
一听，会唱的小朋友可以跟着一
起唱。”看书半个多小时后，常莹
老师开始带着小朋友们活动，身
为音乐老师的她播放了一首孩
子们熟悉的儿歌，并带领大家跳
起了舞，两首歌“活动”下来，孩
子们之前看书的疲累一扫而空。

接着，学校大队辅导员陈倩
来到教室，给孩子们科普起了疫
苗接种的相关知识。虽然孩子
们最近都已经陆续打了疫苗，但
对于我国疫苗研发的经过以及
疫苗接种的情况有的并不太了
解，于是陈倩老师就带领大家来
了一次“疫苗科普之旅”。

了解完疫苗接种知识，孩子
们又安静下来看书。半个多小
时后，常莹老师又带着他们来到
教室外的室内场地上玩各种体
育小游戏，虽然来自不同年级，
但孩子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我爸爸妈妈可能是下班比
较晚，所以6点才来接我。”丞丞

说，“晚托”这段时间他一般都是
自己看看书，并不觉得枯燥。而
熙熙则表示，妈妈是幼儿园教
师，经常下班比较晚，自己在学
校参加“晚托”妈妈更放心，“这
段时间，我有时会看书，有时会
画画，有时也和老师聊聊天，不
过最喜欢的还是打排球。”

青年教师“延时托管”挑大梁
用爱心陪伴彰显教育的温度

在师专附小，周一至周四的
课后服务在时段划分上和周五
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周一至周
四15:30至17:30为课后看护时
段，17:30至18:00为延时托管时
段；周五则是16:20至18:00为延
时托管时段。

师专附小共有学生1000多
人，参加延时托管的只有 10 多
人。尽管只是很小比例的学生，
但学校的各项配套服务并不马
虎。校长张奕春介绍说，针对课
后服务，学校事先征询了家长意
见，了解了需求和意见后才确定
了工作方案，实现了“应留尽留、
愿托尽托”。

与一些学校聘请校外力量
保障“晚托”不同，师专附小的延
时托管全部由学校青年教师志
愿者负责管理。“共有20多个青
年教师参与，他们中不少都是党、
团员，都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
中。”张奕春说，之所以全部由青
年教师负责这项工作，一方面是
青年教师在看护陪伴过程中可以
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工作并不单
单是上好课，还要关心孩子的各
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
挥青年教师的特色，让这段时间
的陪伴有更丰富的活动内容。“在
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以看书、陪
伴陪护为主，青年教师可以根据

自己的学科特点做一些活动，比
如，音乐老师可以带孩子们唱歌
跳舞，美术老师可以带孩子画画，
体育老师就带大家打球或做一些
游戏类的活动。”

“我们也将延时托管与导师
制相结合。比如，现在已是秋冬
季节，下午5:30天已经黑了，看
着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有的孩
子有时也会有点小失落，我们老
师就会利用这段时间和他们聊
聊天，承担知心姐姐/哥哥的角
色，舒缓他们的心情，让他们觉
得学校是温暖的。”张奕春认为，
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有老师陪伴、
呵护，晚下班的家长也不必再焦
急地匆匆赶路，一定程度上也缓
解了家长的焦虑，“这其实体现
了教育的温度。”

上海天文馆入口大厅的悬挑，
所营造的新的地平线，以及悬浮的
球体，都是天文馆开馆之初为人们
啧啧称叹的建筑与天文结合之
美。但实现的过程，却是不断和体
系、材料、数字打交道的过程。

比如球体是建筑表现的重
点，结构上采取的方式是钢结构单
层网壳的球体，混凝土的壳体通过
6个支点作为周边支撑。“我们先做
了下面混凝土的壳体，中间开了一

个大洞，假如把这个洞封闭起来，
人无论在外面还是里面尤其在里
面抬头看感觉是一个罗马穹顶”。

讲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的
工作量非常大。“我们要计算分析
多厚的墙体合适，这6个这么小
的支点支撑这么大的顶，里面将
作为穹幕影院会有非常多人在下
面，安全怎么保证？如何体现悬
浮？”李亚明说，通过把球体和周
边混凝土的壳体之间脱开3.8米

的距离，光线下来感觉球体是悬
浮在空中。为了确保安全，除了
大量理论分析以外，还做了一些
现场实验测试。

这样特殊的建筑形状，又位
于海边，是否能应对台风，也是结
构工程师要考虑的。“我们特意做
了一个模型，进行风洞实验，听上
去也简单，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模
拟数据，做到最精确的要求，最后
再进行数字运算的比对实验”。

本学期起，随着“双减”政策实施，上海义务教育学段全面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每周5个工作日，每天至少
2小时），对放学后有意愿留校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课后服务。在师专附小，课后服务分为“课后看护”和

“延时托管”两个时段进行，其中，每天服务到18点的“延时托管”，全部由青年教师志愿者负责管理，而青年教师们也
用自己的爱心陪伴让孩子们感受着教育的温度。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结构如何成就建筑之美？这位建筑结构工程师告诉你

李亚明。 受访者供图

中国最大的“大悬挑”、悬浮的“球幕影院”“倒置穹顶”，今年开

馆的上海天文馆，以其独特的建筑形态和空间设计定格了宇宙具有

意义的时刻。而在建筑背后，离不开的是“结构”给予的牢牢支撑，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结构总工程师李亚明，就始

终在和建筑结构打交道，除了上海天文馆，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图

书馆东馆、上海辰山植物园等也出自他之手。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在李亚明看来，作为结构工
程师，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读书时老师告诉我们，做结构专
业有一个通俗的讲法是‘万金
油’，哪个领域都可以做，但真正
去做了，觉得什么都不够，什么都

要学。”李亚明说。
他也告诉在线上收看的观众

尤其是青少年，要成为一名建筑
结构工程师，基本功很重要，也要
不断积累创新。“从我工作的经历
来讲，变化很大，我们使用的工具

都在变化，以前可能拿个计算器
算，后来有大型的计算工作站，现
在又变成很小的手提电脑。软件
也在不断更新，每次的进步，都是
因为学了新的东西，所以保持不
断学习的精神也很重要”。

建筑之美背后是无数运算和实验

成为结构工程师需要不断地学习成长

青年教师们用自己的爱心陪伴让孩子们感受着教育的温
度。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