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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保障 打造南极大本营

2007年，中国加大南极“十五”能力建设力度，对中山站进行了大
规模扩建。新综合楼、污水处理站、锅炉房、高频雷达机房等设施拔
地而起，诊疗室、多功能会议室、食堂、体育馆等一应俱全。

2015年，南极中山站圆满完成了“十一五”能力建设任务。期
间，考察队员新建了主发电栋、越冬宿舍楼、新能源微网系统等工
程。高速无线网络让考察队员与万里之遥的国内实现了“零距离”
沟通交流。

如今的中山站，经过历次南极考察队的扩建和改造，已经成为
中国在南极最大的常年科学考察站和内陆考察交通枢纽，也是中国
南极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保障“大本营”。中山站现有各类大型
建筑 19座，建筑面积约 8500平方米，并被纳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序列。

从当年的集装箱“铁皮房”，到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
完备的“现代小镇”，中山站实现了华丽转身，但它的建设与发展
却从未停歇。

“目前，中山站已完成人员轮换，各项业务科考、工程建设、
后勤保障任务正稳步推进。”中国南极中山站站长黄德宏介绍，该站
当前正在开展空间环境观测、大气环境调查、海冰观测、生态环境监
测、潮汐监测等业务化观测，以及常规气象及大气成分观测、固体潮
与地磁观测等7个科研类考察项目和电气安全升级改造等工程建设
任务，同时为南极内陆考察队和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提供保障。

“三十多年来，在建设中山站的这场接力赛中，一代又一代中
国南极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我们一定继续做好中山
站的各项建设和维护工作，为我国极地科学考察提供坚实保障。”
黄德宏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国际理解”理念并
积极倡导实践，这有利于减少跨文化交流的矛盾和
障碍，也深化了国际教育界对学习者“核心素养”
的认知，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全球素养”确定
为学习者“核心素养”的主要维度之一。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把“国际
理解”作为社会参与中责任担当素养的基本要点之一，
强调学生应“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了解人类文明
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
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
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

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基础上，一些中国基
础教育工作者针对少年儿童教育的特点，结合汹涌澎
湃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提出了“少儿全球素养”
理念并积极付诸教育实践。

“少儿全球素养”是指少年儿童在人类命运休戚
与共的全球化时代，为应对社会发展和成长需求，
必备的行为习惯、知识、价值观、世界观等系统化
的关键能力，即个体从少儿到青年和成年期间，应
养成的行为习惯，包括感知与观察、探究与思辨、
沟通与合作、文化理解与尊重、共情与执行、传承
与创新，能建立“自我与世界、自然与世界、社会
与世界、文化与世界”的知识系统观，逐渐形成全
球视野、社会责任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能理
解并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

“少儿全球素养”的维度立体多元。具体来说，
少儿应建立“世界”的基本概念，主动发现和探索世
界，认识自身与世界的联系，形成探索发现世界的意
识，提升感知与观察能力，保持好奇心。少儿应建立

“世界和而不同”的观念，了解与感受世界的多样性，
在自我身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懂得尊重和包容多
样性，提升沟通与合作能力，保持包容心。少儿应建
立“我能与世界对话”的观念，尝试用多样的方式交流
和交换想法，提升主动实践能力，保持进取心。少儿
应建立“我是祖国的孩子也是世界的孩子”的观念，主
动分享本国、本民族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提升文化
理解与尊重能力、传承与创新能力，保持文化自信
心。少儿应建立“为美好世界而行动”的观念，懂
得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对周边会产生影响，努力将想
法付诸行动来影响社会，为让世界更美好而共同努
力，在此过程中提升探究与思辨能力。少儿应建立

“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关怀世界”的观念，在生活与行
动的情境中培养社会情感能力，懂得付出爱并感恩所
拥有，提升共情与执行能力，保持同理心。

如何开展“少儿全球素养”教育呢？经过多年实
践，我们探索出一条路径：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为核心，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将“少儿全球素养”教育理念落实在教育教学
设计的内容选择、过程、方法、程序、呈现形式等方面。

具体做法是，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
为探究的宏观问题，以真实情境为视角细化为少儿能理解并参与的中观议题，再
通过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任务驱动明确具体微观主题，进一步细化为可执行的具体
问题后，确定任务与解决方案，完成价值观引领下问题导向的做中学的教学设
计。在上述过程中，少儿要认识关于世界的基础概念，以“世界和而不同”“我能
与世界对话”“为美好世界而行动”“我是祖国的孩子也是世界的孩子”“关爱他
人、关心社会、关怀世界”等问题导向，体验通过价值观引领下问题导向的做中
学的策略与方法，强调少儿能通过不同情境中的学习形成解决问题的行为能力。

“少儿全球素养”教育要求教育者不仅要具备“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
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念与实践能力，还要秉持“共探、共思、共
议、共创、共享、共情”的实践一体化系统观念，围绕“感知—理解—行动—迁
移—巩固—应用”的学习逻辑展开教学设计与实施。少儿的行为能力受到认知、
行为方式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影响，评价“少儿全球素养”教育是否达成，其考查
核心是少儿在日常生活中能否自觉践行“少儿全球素养”所倡导的理念，是否具
备相应的行为习惯。因此，“少儿全球素养”教育应借鉴社会学习理论，采用大量
有利于调动少儿学习兴趣的教学手段与方式，如问题导向设计、真实情境创设、
反思式引导、多元文化贯穿、跨学科综合主题探讨、结合科技元素的现代媒体互
动等。此外，我们还通过举办儿童国际艺术科技巡展的形式，使上万名儿童通过
沉浸式体验、场景化互动、可视化表达、艺术化呈现等有趣的教学形式，在实践
认知过程中完成学习过程，提升“少儿全球素养”中强调的关键能力。

我们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少儿全球素养”教育，久久为功，一代代中国
少年儿童都能在内心种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种子，拥有立足本土文化、放眼世界
的合作共赢意识，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促进国际理解的行为习惯，自觉推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与实践，为建设美好、宽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贡
献聪明才智。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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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76度22分40秒，终年白雪皑皑的
南极维斯托登半岛上，中国南极中山科学考察站巍然屹立。近
期，中山站迎来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队。在中山站期间，科考队
员进行了固定翼飞机“雪鹰601”飞行任务，并在该站附近的仙女
峰完成了低频射电望远镜安装与调试等，使中山站的立体交通网
络、航空气象保障能力和天文观测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今年是中国南极中山站建站34周年。34年来，中山站科研
能力、后勤保障等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集科
研、观测、生活、环保、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科学考察站，为
中国南极考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中山站的成长是中国极地考
察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在中国极地考察事业发展史上书写了
浓重的一笔。

艰难起步 向南极内陆冰盖进军

中山站建设和发展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84年，在西南极洲的乔治王岛上，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即

长城站建成，正式开启了中国探索南极科学奥秘的篇章。然而，在
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大陆，仅在西南极区域建立考察站还远远不
够。于是，在东南极区域建立第二个科考站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8 年 11 月，“极地”号科学考察船搭载着 100 多名考察队
员，向着东南极进发。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设中山站。

道险且阻，“极地”号进入南极圈，船艏左舷就被冰撞开一个直径
长达30多厘米的洞，所幸对船舶航行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极地”号放
慢速度，继续前行，后又因海冰阻碍被困。最为惊险的是1989年1月
14日夜，考察队连续遭遇3次特大冰崩，险些船毁人亡。

建立一个可供越冬的考察站，一般需要耗时数年。中国南极考
察队员经过32天的艰苦奋战，以惊人的毅力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维
斯托登半岛上建成中山站，并于当年在此越冬。

气象观测专家逯昌贵参与了南极中山站的建站工作，并执行越
冬任务。他讲述了自己当年在中山站越冬的故事。

极夜的黑幕下，狂风怒吼着，雪片冰粒的狂涛在屋外奔涌，中
山站的房子被风吹得颤动，并且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在这样的天气
下，逯昌贵带上手电筒，紧好棉胶靴靴口上的带子，走出门迎着风
雪开展自己每日的观测任务。

中山站建站当年，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考察站的建设进度，
所以，当考察队撤离的时候，留给十几名越冬队员的仅仅是几个没
有任何内部装修的空房子。“比如发电房，当时连地板都没有，就
相当于一个没有盖儿的大箱子扣着放在那里。”逯昌贵打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那年的南极冬天，留在中山站的越冬人员除了完成自身
的科考工作之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所有房屋的内部装修和其
他站内完善工作。

17个月过去了，越冬队员完成了科考任务，同时还完成了考察
站内所有的室内装修，并且在室外搭起了20多米高的短波天线塔。
短波天线的建成，大大方便了科考队与国内的电讯联络。

中山站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南极考察的重心开始由西南极向东
南极转移，吹响了向南极内陆冰盖进军的号角。此后，中国以中山站
为基地，先后建立了昆仑站、泰山站，不断拓展南极考察领域和范围。

持续发力 科研领域获多项突破

随着中山站建成，中国南极陆基考察与其他研究活动也快速发
展，考察领域从初期的亚南极环境、滨海与海岸带环境向南极内陆
扩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南极大陆气候恶劣，对气象监测挑战很大。长期、连续的常规
气象观测，可以有效增强我国极地天气气候监测预报能力，对提高
极地天气预报和气候变化评估准确度、保障科学考察、保护极地环
境等工作意义重大。

1989年建站以来，中山站气象台已经运行34年，为全球极地气
象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1993 年，我国在中山站安装了臭氧光谱
仪，开始了大气臭氧总量和紫外辐射的观测并延续至今。在国际极
地年期间，我国在中山站又建成了大气本底站，开展温室气体长期
观测。2002年以来，在中山站到泰山站和昆仑站的断面上，考察队
安装了多套由卫星传输资料的自动气象站，为提高极地天气预报能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我国科学家利用中山站等地区获取的观测资料，对南
极地区近代气候的变化规律、温室气体的本底特征和臭氧洞形成过
程、南极考察气象业务天气预报系统、南极大气环境对东亚环流和
中国天气气候的影响等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众多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极区开展高空大气物理观测对建立空间天气模型、改进无线
电远距离通信、确定卫星轨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自首次南极考
察以来，中国极地科研人员开辟了极区高空大气物理学研究新领域。

2019年，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在中山站完成我国首台极区中
高层大气激光雷达安装调试和试运行，首次同时探测到南极中间层
顶区大气温度和三维风场，填补了极隙区中高层大气探测的空白。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中山站建立了国际先进的极区高空大气
物理观测系统，并与北极黄河站构成了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极区共轭
观测台站和相应的数据分析平台。以极区观测为基础，我国又在极
光、极区电离层、空间等离子体波等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此外，依托中山站，我国科学家在南极冰盖起源、等离子体云
块演化、黑洞吸积等前沿科学问题研究中实现重要突破，取得了一
批创新性科研成果，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极地考察事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队在中山站附近的仙女峰完成了3米口径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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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力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过聘用专职心
理教师、开设心理辅导特色课程、培养建立班级心理委员队伍等方式，增强区内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图为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的心理
教师近日在心理辅导室与学生一起做沙盘游戏。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心理教育助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届世界大跨拱桥建造技术大会召开

本报南宁电（记者王美华） 近日，以“大跨拱桥建造技术：创新与实践”为
主题的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暨第二届世界大跨拱桥建造技术大会在广西南宁召开。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20多位院士和来自国内外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及
企业界人士等共5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与会人士围绕大跨拱桥设计与施工，监测与运维，新材料、新工艺与新装
备，绿色建造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通过实地观摩考察、学术报
告、视频连线、高峰访谈等形式，探索拱桥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
题，为从事相关领域的科技人员搭建大跨拱桥学术交流平台。

与会部分专家赴广西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公路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现场开展
交流和研讨。天峨龙滩特大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主持建造，全长约 2500
米，主桥跨径600米，建设难度大，建造精度要求高。该桥的建设对大跨径拱桥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