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温琳 通讯员/周谭清）12 月 4 日
下午，2021 年“全民健身挑战日·
健康湖南e起来”株洲分站赛在市
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举行，数千市
民参与其中。

据悉，全民健身运动大挑战
设置挑战颠球王、挑战投篮王、挑
战垫球王（气排球）、挑战乒乓推

挡王等10个个人挑战项目和广播
体操挑战赛（第九套）、广场舞挑
战赛、太极拳挑战赛、柔力球挑战
赛等 5 个团队挑战项目。项目设
置兼顾团队协作性、健身性和趣
味性，个人挑战项目到达活动现
场即可参与挑战。各单项挑战王
冠军及团体挑战冠军，将代表株
洲参加 12 月 12 日在常德举行的

湖南省全民健身挑战日总决赛。
“全民健身挑战日”活动于

2013年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发
起，已举办了数百场，参与人数超
过700万人，掀起了群众参与体育
健身活动的高潮。2021 年“挑战
日”活动分别在长沙、株洲、岳阳、
常德、张家界、永州、娄底等7个城
市举行。

全民健身挑战日 你挑战了吗
▲全民健身挑战日现场。记者/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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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省艺术类专
业统考期间，社会上有极少数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及家长的
迫切愿望和急切心理，故意编
造和散布各种谣言误导考生。

部分考生因轻信了所谓
的“考试妙招”“高分技巧”，如
美术类或书法类不按试题要
求作画或书写（如不按试题要
求构图；作画内容增加、减少
或改变等），舞蹈类或播音类
不按考试要求着装、有意穿戴

装饰物，面试时不按题目要求
回答问题等，而影响了考试的
正常发挥和考试成绩。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
考生和家长：考试和评卷工作
都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湖南
省有关规定规范进行，不存在
任何所谓的“操作空间”。广
大考生要自觉遵守考试规定
和考试纪律，严格按照考试要
求诚信应考，绝不能心存侥
幸，铤而走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白静）统考管理更趋严
格，校考管理更加规范，文化成绩要求
进一步提升……12 月 4 日，记者在我
市各艺考考点了解到，艺考的分数门
槛正逐步提高，统考下的竞争也更为
激烈，艺考“易考”已经成为过去时。

12月4日上午，市八中考点，一群
孩子正为自己的艺术梦想全力拼搏。

“发挥得还不错，今天的考题比
较常规。”考生小尹告诉记者，她从暑
假开始进画室学习，每天从上午八点
到晚上十一点，几乎都在画画。她
说，选择成为美术生，除了本身就比
较喜爱美术以外，也希望艺考道路可
以让自己考上更好的学校。

市教育考试院高考服务科科长
何伟介绍，2022 年湖南高考美术统
考科目分为素描、色彩、速写三项，
满分为 300 分。我市共有 1788 人参
加考试。在考点方面，市教育考试
院直属考点设有市十八中、市八中
两个考点。

记者了解到，艺考从十几年前只
有校考，到“省统考+校考”，再到如今
的省统考为主，艺考也在“减负”。

“今年这样的变化，能够进一步
减轻学生负担，从而让考试更加公
平公正。”何伟介绍，近年来，在高考
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进程下，原来

“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正在扭转。
专业、文化两手抓成了艺考生们的
常态。

艺考生迎来“首战”

11 月份，教育部发布了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关 于 做 好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
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其
中规定，对于美术学类和设计
学类专业，除经教育部批准的
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
校外，高校不再组织校考。

除了美术类，音乐类、舞
蹈类以及戏剧与影视类（含表
演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和服装
表演专业），我省都组织了统
考。今年，在这些艺术类专业
招生上，组织校考的学校也比
去年更少了。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
四百分就能上一本”……曾
经，不少考生和家长将选择一

门 艺 术 专 业 作 为“ 升 学 捷
径”。现在，对艺术生的专业、
文化要求越来越高，这条“捷
径”已经不容易走了。

“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
师，就传媒专业而言，除了对
专业要求更加严格外，对孩子
外在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在
株洲艺先锋培训学校校长杨
闻看来，考生要走艺术专业这
条路，从一开始就要重视文化
基础。

市四中高三音乐舞蹈班
班主任汪海介绍，今年疫情，
对孩子们的专业也有所影响，
训练时间相对较短。同时，不
少高校采取“统考+线上”的模
式，录取比例减少，对考生们
来说也会有一定压力。

艺考不再“易考”

“神操作”不可信

艺考≠易考“考试妙招”别中招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操作空间”

荷塘区“彩虹伞”
关爱“小雨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12月4日，黄塘小学公益美育室
揭牌仪式在荷塘区仙庾镇黄塘小学举
行，并为来自城区的32名“小雨人”带
来一堂美术课。

该活动由荷塘区残联、荷塘区网
格化中心主办，市弘毅帮帮公益协会
承办。

市弘毅帮帮公益协会负责人李荣
凯介绍，患有自闭症、唐氏综合征、智
力残疾等疾病的青少年儿童被称为

“小雨人”。“彩虹伞守护小雨人”艺术
疗养项目（以下简称“彩虹伞”项目）是
由该协会于 2016 年发起并实施，自
2017年5月份起，成为荷塘区残联“三
社联动”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该项
目通过多年研发，开设了书法疗育、美
术疗育、游戏疗育、音乐疗育、体育疗
育等课程，让“小雨人”通过艺术课程
学习融入社会，促进“残健共融”。

目前，全市有 152 名“小雨人”成
为“彩虹伞”项目服务对象。李荣凯表
示，接下来，将进一步运用“彩虹伞”项
目的课程体系开展送教进乡村活动，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立体救援演练
吸引上千市民观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姚时美）12月4日上午，河西湘江风光
带钢琴广场，株洲市第七届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红十字嘉年华活动正在这里
举行，“水陆空”立体救援演练吸引了
不少学生、家长和市民参加、观摩。

据了解，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红十
字嘉年华活动是株洲日报社与株洲红
十字会联合开展的大型活动，已连续
开展六年，今年是第七届，已经成为我
市独创的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品牌项
目。

本届嘉年华活动创新活动载体、
丰富活动内容，打造“水陆空应急救援
模式升级”“亲子互动越野闯关路线升
级”“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文化升
级”的急救知识普及活动，群众参与更
加广泛，急救意识更加深刻，互动体验
更加生动。有 200 多名学生、志愿者
和医务人员参加活动，吸引上千名市
民现场观摩。

据介绍，此次活动有直升机救援
速降演练，心肺复苏、创伤包扎培训，
防溺水教育暨水上救援演练，公共交
通遇险逃生体验，海姆立克自救急救
学习，荒野危机处理、防范及应急救
援，消防自救急救体验等多个方面的
项目。

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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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追星的原因
何在？

华东政法大学大学
生思想动态大数据研究
中心副主任陈赛金对追
星现象进行了长期观察
和研究。他认为，青少
年之所以容易产生偶像
崇拜，是因为他们处于
青春期，心理上急于摆
脱家长的管束，对高度
理想化、浪漫化的偶像
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依
恋。

市一中心理高级教
师丁光木认为，孩子被
偶像的颜值吸引是其主
要原因。另外，“将偶像
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给自己前进的动力”“社
会多元文化的发展”“追
星以寻找和同龄人之间
的共同话题”也是重要
原因。

“青少年本身处于
叛逆期，追星其实也是
青 少 年 自 我 认 知 的 需
要，通过喜欢不同的明
星表达自我，也通过与
他人的对比、对喜欢明
星的进行定义来表达自
己的态度、倾向。”丁光
木分析，另一方面，追星
能舒缓孩子压力，帮助
孩子融入集体。

在丁光木的日常工
作中，经常会遇到家长
的求助，请求疏导孩子
盲目追星的状况。曾经
有一名学生把每日早餐
钱省下来，只为求购一
张偶像的演唱会门票，
并且还逃课，连续几天
几夜蹲守偶像的酒店，
只 为 近 距 离 见 偶 像 一

面。
“青少年可以从偶

像身上学习他们努力、
为梦想坚持的一面，但
盲目地追求，易导致极
端行为的发生。”丁光木
说，一些明星艺人是被
经纪公司包装出来的，
真实情况可能与其展露
出 来 的 情 况 有 较 大 差
别。当真实情况被揭露
时，可能会对追星者产
生巨大的认知失调和心
理落差，容易使其丧失
对人的信任。这个就是

“人设”和“人设崩塌”。
追星会花费孩子大

量时间，影响其学习生
活，老师家长们担心孩
子沉迷其中，减少对实
际生活的关注，更害怕
对 孩 子 形 成 错 误 的 引
导。“因此，在青少年追
星方面的教育应着重于

‘导’，引导青少年正确
看待影视从业人员、不
盲目追星。”丁光木介
绍，市一中一直开设有
心理课，也设立了心理
辅导站，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得与失、正与负。

他建议，学校还可
以以“向演艺明星追什
么”“我们应该追怎样的
星”等为主题开展“追
星”系列大讨论，通过广
泛深入的讨论，帮助学
生 们 树 立 正 确 的 追 星
观；或者举行以“寻星”
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
过 推 荐 身 边 的“ 榜 样
星”，生活中的“敬业星”
活动，鼓励学生们去发
现身边的“平凡星”。

卧室贴满偶像海报，省下早餐钱买演唱会门票
逃学蹲守爱豆行踪……

孩子追星，家长、老师要干涉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九年级的小静（化名）是有名的
追星族，疯狂地痴迷于“四字弟弟”，
不仅家中卧室里贴满了他的海报、照
片，连喝水的水杯上也是“四字弟弟”
的大头贴。自从加入了粉丝后援群
后，她每天都在存钱，准备去看他的
演唱会。而且，但凡身边有人说自己
爱豆的一点不好，小静就会和对方吵
起来，甚至动手。

前几天，小静的弟弟不小心打破
了她的水杯，她一把将弟弟推倒在
地，吓得弟弟号啕大哭。父母对她追
星一事困扰已久，但又束手无策。

“学生追娱乐明星是普遍现象。”
我市某高中的一名班主任谭老师告
诉记者，班上大部分学生都有自己的
偶像，有欧美明星，有日韩团体，也有
国内的唱跳组合等。“他们会存钱购
买偶像的周边产品，或者模仿偶像的
装扮，还有一些会参加粉丝应援团。”

记者走访市内多所学校发现，近
年来，高中学生追星比较普遍，初中
生、小学生们年龄偏小，学生追星的
情况也相对较少。

一份关于青少年追星的调查显
示，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偶像崇拜”现
象，其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
欢 、崇 拜 某 个“ 明 星 ”的 经 历 ，有
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

“明星”。
高比例的学生追星族，加上盲目

的追星行为，让一些家长对孩子追星
担忧不已。

“有些明星本身行为不端，做出
不少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国家法律法
规的事情。但是追星的孩子们还处
于心智发育不全，辨别是非善恶的能
力不足，如果全盘照收、有样学样，后
果真是不堪设想。”天元区家长龙女
士说。

青少年中普遍存在
“偶像崇拜”现象

“迪丽热巴好漂亮，你看她穿的那件衣
服，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要花多少钱？”

“BLACKPINK的成员太漂亮了，我
要减肥，学他们的装扮。”

追星本是件平常事，但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星方式逐渐“疯

狂”，让追星这件事情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在大多父
母眼里，“追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旦发现孩子开始追

星，就会觉得孩子不务正业“学坏了”，甚至会毁掉孩子的一生。
其实，青少年时期需要精神偶像是正常现象，追星本身没错，但追

星的方式则需要把握分寸。那么学生该怎么追星、追什么星？家长、老
师该如何引导孩子正
确追星？

心理专家：
青少年追星应着重于“导”

青少年应该追什么样的星
赖杰琦

青少年无论心理还是智力，都处
在飞速发展变化的阶段，各类偶像的
出现，满足了他们精神层面的需求，
这也是偶像被需要的原因。

随着文娱产业的兴起，娱乐明星
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
急需“偶像力量”的青少年产生着巨
大影响。正向的偶像作用并不少见，
比如演员张震，为了剧中角色学会了

近身剑术、考到了潜水执照，还拿到
了全国八极拳冠军；演员李冰冰，从
37岁开始学英语，从开始的一句话都
说不完整，到后来可以出演好莱坞电
影。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偶像则因为
行为不端，而“人设坍塌”，比如被列
入第九批主播艺人警示名单的吴亦
凡、郑爽、张哲瀚……

在青少年更多关注“娱乐明星”
的同时，其实我们身边有更值得追逐

的对象，从学习雷锋好榜样、小英雄
戴碧蓉、女排精神，到现代“神农”袁
隆平、最美校长张桂梅……每一个名
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
事，他们的事迹给我们以精神力量，
教会我们勇敢、善良、坚持……

时代在变化，但对精神追求的内
核不会改变，对正能量偶像的需求一
直都会存在。也只有那些艺高、身正
的偶像，才值得成为那颗耀眼的星。

学生追星，家长、老师要干涉吗？

今年，《关于加
强新时代全国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

特别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
的人生规划指导，化解追
星、“饭圈”等负面文化的影
响。那么，孩子追星，父母
应该立即遏制和打压吗？
家长、老师该如何对待孩子
追星呢？

“偶像可以是镜子，折
射你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
也是榜样，陪伴你共同成长，
带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谭
老师说，每个孩子都有喜
欢偶像的权利，也有不
喜欢的权利，“他们都还
小，这就是他们的青
春。只要不过分，就不
用干涉。”

谭老师说，追星
应当追的是一种价值
和信念。所以在合适
的时间段，也会让学生

观看或推荐学生观看影
视作品，比如《夺冠》《觉

醒年代》等，并组织学生
进行讨论，写出感悟，交流
分享。

面对孩子追星，父母也
不必急于否定打压，要尊重

孩子，正确看待其原因，有针
对性进行引导。家长王先生
认为，“我们要教导孩子的不
是禁止追星，而是让他们懂
得应该追什么样的星？追星
应该追什么？应该用什么方
式追星？”

天元区的张女士在儿
子喜欢鹿晗的时候，她也追
鹿晗，熟知鹿晗的生日、爱
好、获奖等情况，还把鹿晗
的照片摆放在办公桌上，当
别人笑她的时候她就一句
话：儿子和我都喜欢啊。

儿子还喜欢篮球，她也
跟着追，国内外的篮球明星
及篮球赛事她也能和儿子
聊。这让儿子觉得妈妈特
别懂他，和她特别有共同语
言。但是当儿子追星有点
过、有点跑偏的时候，特别
懂儿子的她总能很巧妙地
化解和转化。比如一场期
待已久的篮球比赛，恰逢期
中考试周，熬夜追看怕影响
成绩，还伤身体，不让看孩
子肯定不开心。于是张女
士和儿子商量：“妈妈也特
别特别想看，等考完试，我
们一起追看。”问题解决了，
母子皆大欢喜。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