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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署做好2023届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就业工作

【教育时评】

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

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要求公费师范生离校前须全部

落实任教学校。

《通知》明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

组织公费师范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优先利用

空编接收等办法，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

范生有编有岗，全部落实任教学校，严禁“有编

不补”。2023年5月底前，确保90%的公费师

范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2023年6

月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生，其档案、户口等

迁转至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各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到师

资紧缺地区的中小学校任教。

《通知》要求，优化2023届教育部直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服务。各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的中小

学教师编制总额内，提前安排、准确核查接收

公费师范生编制计划，统筹本地区中小学教师

岗位需求，于2023年 1月6日前将本省（区、

市）公费师范生就业岗位需求信息通报给部属

师范大学，同时在相关网站或平台公开发布。

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及时公布

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用人信息及人事招聘政

策。要做好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改革有关工作，保障符合条件的公费师范

生按时获得相关教师资格证书，促进公费师范

生就业。

《通知》还提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

格按照公费师范生跨省任教条件，规范执行跨

省任教审核程序，并依托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

统公费师范生履约任教管理相关功能，办理跨

省任教相关手续。要加强公费师范生的履约

管理，确保公费师范生严格履行师范生公费教

育协议，除因重大疾病无法完成学业或不适合

从教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三级甲等

医院按照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检查确认后

终止协议外，应届公费师范生毕业前一律不得

解约。

（林焕新）

很多人小时候在语文课上学过《乌鸦喝
水》这篇课文：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
……它找到一瓶水，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
小，所以乌鸦喝不到水。聪明的乌鸦把周围
的石子捡起来丢进了瓶子里，升高了水位，
顺利喝到了水。那么这个经典的故事到底
是不是真的呢？别说，这个问题还真有科学
家研究过。

2009年，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动物学家
做了一个实验。他往一根试管里面扔了几
条肥美的小虫子，然后注入一些水，再放在
四只秃鼻乌鸦附近。果然，乌鸦一下子就被
吸引住了。不过，试管里的水位不高，小虫
子在上面漂着，乌鸦自然是够不着的，它们
只能围绕着试管左右张望。紧接着，研究者
拿出了小石子摆在旁边，结果课文里的情景
便真实地发生了——只见乌鸦们捡起石子
就往试管里丢，小虫子便随着水位的上升浮
了上来。更让人惊讶的是，乌鸦们还懂得要
尽量挑大的石子丢，并且还能预判水位高
度，等到扔进了足够多的石子时再取出试管
里的小虫子，而不是扔一块石子试一次。其
中两只乌鸦一次便成功了，另外两只也只试
了两次，就吃到了虫子。

这次实验只是一个开始。5年以后的
2014年，还是在剑桥大学，另一群科学家将
实验做了升级：他们对那些“石头”做了手
脚。这次实验分两组。其中一组实验中，科
学家们提供给乌鸦的不是真正的石头，而是
10块由不同材料制作、但看起来大小相似
的小方块，其中5个方块比较重，会沉到水底，另外5个方
块比较轻，会浮在水面上。结果聪明的乌鸦并没有上当，
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都能选取较重的方块扔进水里，其中
最聪明的一只甚至从未出过错。而在另一组实验中，科
学家们换了一个思路，提供给乌鸦的是实心方块和有凹
槽的方块，乌鸦同样识破了陷阱，多数时候都能巧妙避开
那些有凹槽的方块。如此看来，乌鸦确实很聪明，甚至比
《乌鸦喝水》故事里写的还要有智慧。

那么，这是不是就证明乌鸦喝水的故事在自然界是
真实存在的呢？其实也不一定。

首先，前面提到的例子都是科学家做的实验，参加实
验的乌鸦并不是从野外随随便便抓来的，它们在实验之
前都受过专门的训练，很熟悉往试管里扔石子的操作。
而对于自然环境中的乌鸦来说，这一套却是完全陌生的，
它们日常用不到这种技能，遇到问题也不一定会采用这
种办法。另一方面，实验里科学家用肥美的虫子来吸引
乌鸦，这个诱惑可比水大多了。而野外的乌鸦想要喝水，
只要飞到河边、湖边，直接喝就行，犯不着这么折腾，跟一
个装水的瓶子较劲。所以，综合上面这些分析，我们可以
说乌鸦喝水的故事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它不太

可能是大自然中真实发生
的故事。

(吴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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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穿戴智能设备兴起，儿童手表

的功能日趋丰富，成为不少孩子的生活伙

伴。不过，也有调查显示，41.95%的家长

担忧儿童手表的复杂功能会分散儿童注

意力。

儿童手表所经历的“功能爆炸”，背后

有着市场竞争推波助澜。起初，儿童手表

的功能主要是通话和定位，能够方便家长

随时了解孩子的位置和情况。随着市场

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如今儿童手表的功

能越来越多，不仅可以聊天、视频，甚至可

以玩游戏、线上支付等等。从功能上看，

儿童手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孩子们的

学习、社交需求，但也容易让孩子沉迷其

中。部分品牌的儿童手表不但广告、弹

窗、游戏应有尽有，而且还有多款可在

App 内扣费的学习类软件及游戏软件。

对此有网友质疑：“功能多了，电话手表究

竟要成为学习机，还是游戏机？”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5-12 岁的儿

童数量约为1.7亿，智能儿童手表的市场

普及率约为30%。这表明，约每三个孩子

中就有一个孩子持有电话手表。儿童自

制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影响。在加

强对游戏等防沉迷管理的同时，也不能忽

视儿童电话手表，不能让其成为网络沉迷

“隐秘的角落”。因此，相关部门要继续加

强行业审核与监管，规范健康指引标准，

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全方位、

多角度织紧织密保护网，让孩子在清朗的

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

让儿童手表回归“儿童属性”，谨慎控

制手表功能的来源和种类，引导儿童形成

健康的使用习惯，厂商也要担负起应有的

责任。生产厂家满足消费需求，提供功能

更齐全的产品，无可厚非，但未成年人一旦

沉迷网络，所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厂家

在进行产品创新尤其是电子产品创新时，

应当认清楚产品自身的核心价值和用户的

真实需求，而非“做加法”越卷越好。在产

品设计方面，应该考虑到儿童自身缺乏判

别能力的因素。真正回归儿童属性的产品

才可靠，始终伴随儿童成长的产品才长久。

作为家长和老师，也要主动当起责任

人，提高孩子们正确使用网络产品的能

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使用频率，关注他

们身心变化，在日常生活中教他们识别并

抵御风险；老师可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增

强孩子科学、安全使用网络产品的意识。

（何珂）

安全宣传在身边安全宣传在身边

1 月 9 日，志愿者

在宿州市埇桥区时村

镇冲疃村向留守儿童

宣传假期安全防范知

识。为确保学生安全，

连日来，埇桥区时村镇

在各村，各中小学、幼

儿园划片包干、严格落

实镇村、学校监管责

任，加大宣传力度，预

防寒假春节期间中小

学生安全事件的发生，

确保广大学生平安过

寒假。

通讯员 李华勋 摄

儿童手表莫背离了产品初心

蒙城县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暨发明创造大赛
本报讯 1月11日上午，第九届蒙城

县青少年科技创新暨发明创造大赛在蒙

城电大报告厅举行。本届大赛由蒙城县

科协、蒙城县教育局共同主办。大赛的主

题是：创新·体验·成长。

大赛共收到来自蒙城县各乡镇和城

区学校初选后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作

品373件，比上一届多了45件，作品内容

的创意大多涉及智能、环保、防疫、绿色能

源等方面。

蒙城县每年以青少年科技创新暨发

明创造大赛为平台，弘扬和传播科学精

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促进

重点人群科学素养的提高。有力地提高

了蒙城县科技教育水平，为青少年提供了

发明创造、展现特长的创新平台。一年一

届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也是每一位科

技辅导员、每一位爱好科技创新和发明创

作的青少年所期盼的一项赛事。“我参加、

我实践、我快乐”的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的浓厚氛围逐步形成，有力地促进了素

质教育的开展。让学生既全面发展，又学

有所长。科技创新大赛为学生提供了施

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构建让学生发挥特

长的舞台。

科技创新大赛，让师生感受到科学技术

的魅力，一件件科技创新作品是学生们通过

自己所学到的科技知识动手、动脑的成果。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技创新暨发明创造大赛不仅是作品的

比赛，也是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思想、科学精神的赛事，让学生在实践中

体验，在体验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进一

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

（张巍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