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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安光所光电子技术

研究中心生物医学光学研究室

联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成功利用集成免疫细胞定位

功能的微流控浓度梯度芯片分

析了脓毒症患者中性粒细胞和T

淋巴细胞的趋化迁移行为，并提

出一种基于多维度免疫细胞趋

化运动参数的脓毒症预后评估

新方法。

脓毒症是许多感染性和非

感染性疾病（如烧伤、创伤、胰腺

炎等）的共同病理生理过程，病

死率高，治疗困难。全球每年约

有2000万人罹患脓毒症，是儿科

重症监护病房的主要死亡病因。

脓毒症的实质是机体在对

抗病原或应激过程中所产生的

免疫应答失控，从而导致的多脏

器功能障碍。集成化微流控技

术能够快速分选细胞，并直接分

析其生物物理功能，如迁移、吞

噬、粘附、变形等。其中，免疫细

胞迁移是其参与炎症反应和免

疫应答的关键过程，对脓毒症患

者的免疫监测至关重要。

安光所研究团队在微流控

浓度梯度芯片监测结果的基础

上，建立了微流控脓毒症中性

粒细胞迁移功能综合评价指

数，并发现该指数与脓毒症严

重程度评估方法及常用生物标

志物水平显著相关，且预测脓

毒症死亡结局的特异性和敏感

性 分 别 达 到 了 86.73% 和

86.71%，有望成为脓毒症诊断、

病情评估和预后监测的有效新

指标。相关成果以《整合6个基

于微流控的中性粒细胞趋化迁

移参数创建的脓毒症患者预后

评估新指标》为题发表于知名

期刊《塔兰塔》。

研究团队进一步发展了微

流控脓毒症T细胞迁移功能分析

方法，揭示了脓毒症患者T细胞

功能受损与血浆微环境的改变

相关，还提示线粒体抗氧化剂甲

磺酸米托醌（MitoQ）可作为脓

毒症候选药物。相关成果以《D4

芯片揭示脓毒症中T细胞功能受

损：来自血浆微环境分析和线粒

体靶向治疗的见解》为题发表于

医学领域知名期刊《震惊》。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通
讯员 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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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写话”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
力与表达力，尤其对于低年级刚接触写作的学
生来说，“以图促写”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引导低年级学生初步掌握写作的方法。
通过观察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图画，学生能够跨
越文字的界限，用充满创意的笔触描绘五彩斑
斓的世界。

一、指导学生掌握观察图片的方法丰富写
作内容

“看图写话”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
掌握观察图画的方法。有效的观察能够帮助
学生全面理解图意，激发创作灵感，为后续的
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低年级学生的观察能
力尚处于发展阶段，无法全面捕捉到画面中的
信息，难以深入挖掘画面背后的故事。在开展

“看图写话”教学时，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掌握
正确观察图片的方法。在观察顺序方面，遵循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整体到局部”的顺序，
帮助学生把握图画的主题，捕捉图画的细节，

构建图画的整体框架。例如，在教学部编版三
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习作《看图画、写一写》
时，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一幅母亲在雨中为孩
子撑伞的图画，先引导学生按照从上到下的顺
序观察画面，学生可以看到灰暗的天空、淅淅
沥沥的雨丝；然后，引导学生重点观察母亲与
孩子的动作与表情，发现伞明显偏向孩子一
侧，母亲的肩膀已被雨水打湿，孩子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在“看图写话”过程中，教师
应当注重训练学生的观察力，引导学生学会从
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理解图画，将观察到的
画面转化为生动形象的文字描述。

二、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拓展写作
内容

在“看图写话”教学中，学生的想象力能够
让图片中的故事生动起来，教师通过恰当的提
问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学生从不同角度审
视图片，发挥想象力挖掘隐藏在画面背后的无
限可能。教师应多设计开放式问题，激发学生
多元化思考，鼓励学生跳出画面的束缚自由构
想。通过假设性问题，教师能帮助学生建立与
图片角色的情感联系，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思

考，从而构建出更加具体、生动的情境，增强学
生的代入感，使故事更加鲜活。例如，在教学
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习作《奇
妙的想象》时，教师展示一幅“雨中小猫”的图
片，设计问题如“小猫为什么会在雨中？它遇
到了什么困难？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启发学
生构思故事情节，很多学生想出小猫寻找妈
妈、救助受伤小猫、小猫遇到好心人等温馨故
事，情节丰富而曲折，充满了温情与希望。通
过探讨各式各样的问题，学生们对图片有了更
深的理解与感受，不再将图片中的元素视为简
单的符号，而是赋予了其独特的性格、情感或
经历，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丰富了
学生的情感世界。

三、基于图片开展创作延伸鼓励学生画出
故事续集

在“看图写话”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
创作续集，为他们搭建一个自由表达、勇于尝
试的平台，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可以结合美术开展跨学
科教学，鼓励学生在理解原有图片基础上，发
挥创造力画出故事的续集，探索新的情节走

向。在创作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使用
色彩、线条等绘画元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充
分表达出自己的创意。例如，在教学部编版小
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习作《这样想象真
有趣》时，教师展示一幅“放风筝”的图片，图片
上一个孩子拿着风筝的线，另一个孩子拿着风
筝，他们相互配合正准备放风筝；学生根据这
张图片创作出两个孩子放风筝后续的图片，有
的学生画了一系列的图片“两孩子试了几次，
风筝都没有飞上天，但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最后他们终于成功的让风筝飞上了天
空”。实施基于图片的创作延伸教学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极大地提
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享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看图写话”教学中要
充分发挥图画的作用，就要培养学生的观察
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鼓励学生画出故事的
续集，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写作兴趣，不断拓展
学生的思维，“以图促写”为今后的更复杂的写
作任务打好基础。

（江苏省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陈俐君）

以图促写——小学语文“看图写话”教学策略研究

安徽省合肥高新区，国科昂辉科技有限

公司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公司副总经

理武恪介绍，从去年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

公司正抓紧时间组织研发和测试。

“我们是一家以生产车载基础软件为主

要业务的企业。”武恪说，公司创立之初，为

让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到车企，着实费了番

功夫，“可是软件经常出现故障，远远达不到

要求。”

创新成果迟迟无法落地，公司发展陷入

瓶颈。

转机发生在2022年。这一年，依托安徽

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建设的智能网联车操

控平台开发与利用中试产业基地成立。中

试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新产品转化到生产

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

键环节。

“研究院由安徽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协

议共建，我们整合了院内一个22人的技术团

队。团队拥有多专业背景，在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拥有丰富经验，可以帮助

企业加快实现创新成果落地。”中试基地技

术负责人徐封杰说。

在中试基地协助下，昂辉科技的软件故

障频出的原因被迅速找到。原来，车载基础

软件领域有一套通用国际标准，对软件设计

思路、验证指标有着详细规定。但这套标准

有很多页，而且全是英文。“最初我们解读标

准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理论基础和工程

实践经验，很多地方理解不准确，设计思路

就不对，软件自然无法顺畅运行。”武恪说。

中试基地承担起解读标准的重任。“我

们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解读归纳，建立起车载

基础软件知识库。”徐封杰说。如今，昂辉

科技的研发人员在设计软件之前，只需打开

对应模块的知识库，就能了解各项技术指

标、设置参数。“我们还在知识库中梳理出

各项故障出现的原因。一旦发现故障，企业

研发人员便可很快定位，做出修改。”徐封

杰表示。

知识库的建立还帮助昂辉科技完善了

人才培养体系。“汽车电子行业从业人员的

技术门槛很高，不仅需要软件开发能力，还

要有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知识背景。”武恪

说，知识库不仅为研发人员提供学习素材，

公司还可通过不同模块，了解各研发岗位需

求，对员工进行培养。

依托定制化的培养体系，这家企业新入

职员工仅需1个月就能独立上手工作，3个月

就能进入熟练工作状态。

软件研发步入正轨，向车企推广应用成

为又一难题。“过去国外软件在市场上占大

头，况且我们还是一家小企业，所以刚开始

推广时，很多车企都持观望态度。”武恪说。

中试基地得知情况后，派出人员与昂辉

科技一起进行市场推广。“中试基地和相关

车企有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信息

共享等方式，更好地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徐

封杰说。

在中试基地帮助下，昂辉科技车载基础

软件工具链产品已为国内数家整车企业配

套。武恪说，车载基础软件实现国产化替

代，成本可以节省2/3左右。

如今，昂辉科技的员工规模有70余人，

原本只容纳了十几人的几间办公室显得有

些拥挤。对于未来，武恪充满信心：“国产车

载基础软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有中试基地

帮助，我们会越办越好。”

（据《人民日报》）

一家国产软件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创新成果要落地 这个团队能帮忙

10 月 10

日，高校毕业

生、企业代表

在科大硅谷

服务平台公

司参观科技

成果转化新

产品，了解科

大硅谷的利

好政策和服

务内容。

程 兆摄

科大硅谷用“新”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