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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讯 看到“男人”这个词，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成熟、

力量、荷尔蒙、喉结、胡子、阳光、热血、NBA、虎背熊腰⋯⋯

那对“女性”的第一印象呢？细腻、优雅、长发、高跟鞋、清

爽、贤惠、海底针、温柔可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第一印象？”杭州人民职业学校体育

老师宋阳，告诉17会展班的学生，“因为我们都有社会性别的

刻板印象。”

这是该校的社会性别课，为了讲明白男性和女性的特点，

宋老师让学生每人用一个词描述异性，于是有了开头这一长

串的词汇。

社会性别课是人民职校女生教育课堂之一。由于学校

90%以上都是女生，所以很注重女生德育教育。不过，虽说是

女生教育，但17会展班的十余名男生也全员参与。因为该校

希望所有学生认识社会性别，理解并尊重性别差异。

“社会性别区别于生理性别，在后天社会生活中形成，会

赋予男女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比如长辈经常教育男孩

子应该坚强、勇敢，女孩子应该温柔、善解人意。”宋老师以广

告图片为例，“网上搜洗衣液的广告图，清一色都是女性，公益

广告漫画中‘警察抓小偷’，如果留意性别，你会发现不光警察

是男性，画里的小偷也都是男性。我们的印象、职业选择都有

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

宋老师玩了一个小游戏，他让每个学生在黑板上抽一张

便签，上面有各种词汇，包括职业、性格、长相特征等等。同学

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挑选加入“男生专列”“女生专列”或者是

“男女均可专列”。

结果，“男女均可”的混合车厢尤其壮大，不少词汇都被放入

混合车厢。同学们的解释也非常有趣，活学活用身边事例——

做家务：只要有劳动能力，任何正常人都能做家务。

依赖：男女之间不应该是互相依赖吗？

幼儿园老师：虽然幼儿园女老师占大多数，但男幼师也开

始逐渐多了起来；

织毛衣：织毛衣是一种技能，不论男女都可以掌握，我外

公就很会织毛衣；

⋯⋯

而在男性专列和女性专列，更多的是生理性别上的词汇，

比如男性的“有胡子”“喉结突出”，女性的“卵巢”“子宫”等等。

宋老师告诉同学们，男和女的确存在差异，社会性别不是

没有性别。“平等的社会性别不是指男和女一模一样，而是基

于性别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戴欣怡

做家务、织毛衣都是女生的专利吗

杭州人民职校开出“性别课”

因为长期伏案工作，许多老师的颈椎都有问题。如今，学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前

不久，德国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青少年群体（10-19岁）中，平均每天花3小时使用智能手机的

有1.7亿，位居世界第二，“短信脖”(低头看手机引发的颈椎问题)特别严重。

为了帮老师和小伙伴改善颈椎问题，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6名高一学生，日前自

创 了 一 套 颈 椎 操 ，以 及 一 款 护 颈 APP“Break”，并 凭 此 获 得 2018-2019 哈 佛 China

Thinks Big中国大智汇全国选拔赛（下简称CTB）一等奖。

接下来，杭外剑高这6名学生还将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参加4月举行的CTB全球选拔赛，

和来自全球顶尖的50支国内外队伍同台PK。

自创颈椎操和APP
六位杭外高一学生受邀去哈佛
他们的野心真不小，想向教育部门申请，在学校推行颈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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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老师的吐槽
引发了高一学生的灵感

CTB 的含金量有多高？这是由哈佛商

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学者联合启动的一项比

赛，作为华人高中生创新研究和实践平台。

本届 CTB 选拔赛，有来自全国 2000 多支高

中生队伍参与，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高中

生创新研究和实践类比赛。

在杭外剑高，余安童、余柯楠、吴江祺、柴

郅灵、邵子轩和陈越这6位高一学生，在老师

群里特别有名。“因为他们是老师办公室的常

客。每次看到他们拿着一沓 A4 纸过来，我

们就知道要做关于颈椎健康的调查问卷了。”

一位老师告诉钱报记者。

参与体验颈椎操和护颈 APP 的老师共

有 35 位。杭外剑高物理老师陈择是其中之

一，据他透露，体验的内容包括：每天定时定

点做“颈椎操”；使用 Break APP，每隔 20 到

30 分钟，就“隔离”电子产品 10 到 15 分钟。

前者对老师们的日常生活没啥影响，后者却

让个别“手机控”有点抓狂——如果不按时休

息，这个 APP 会强制屏蔽手机的上网功能，

让智能机退化成老年机。

经过1个月的实验，老师们惊喜地发现，

自己颈椎酸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关心颈椎其实是因为老师无意中的一句

吐槽。“护颈小分队”之一的邵子轩告诉记者，

去年12月的某个晚自修，他去办公室找陈老

师答疑，忽听得隔壁桌的女老师唉声叹气：

“盯了一天电脑，不仅眼睛发涨，脖子也酸痛

到不行。”办公室其他老师的脸上，都是一副

“我懂的”表情，看得邵子轩好笑又心疼。

后来他查询了相关资料发现，颈椎问题

在青少年群体中也特别严重：“我就想做点什

么，帮助老师和同学们改变这个现状。”

于是，小邵联合了其他5名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开始研究“青少年颈椎健康问题”，并以

此作为参赛课题，报名了CTB全国选拔赛。

“参赛原因有三：一是自CTB创赛以来，

杭外学生一直积极参与，且成绩不俗，在比赛

过程中，我们有机会和200余名来自哈佛、斯

坦福、北大、清华等国内外顶尖院校的专家在

线交流。二是CTB选拔赛，其实就是一个团

队研究、开发项目的过程，我们在参赛过程

中，不仅能高效率完成课题研究，还能及时调

整研究方向、科学规划每阶段的研究目标。

三是通过CTB这个平台，我们既能听取外界

对课题的综合评价，也可以把课题的影响力

提高。”小邵说。

10周完成项目
教大家科学地转脖子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这个课题从何入

手？怎样调查客观数据？解决方法又是什么？

都是这群高中生在10周里需要解决的难题。

“护颈小分队”提出了两个假设：大多数

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并未意识到颈椎健康的重

要性；造成青少年颈椎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不

正确的坐姿及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

为了验证这两个结论，小分队进行了为

期10天的相关线上调查及资料查找，结果发

现：244 名线上受访者中，只有 3 人每次在健

康检查期间接受过颈椎评估；超过 80%的人

转动颈椎缓解疼痛的动作是不正确的，有些

动作甚至会对颈椎造成伤害；不正确的坐姿

及电子设备的确是影响青少年颈椎健康的主

要原因，但饮食习惯等一些小因素，也会影响

到青少年颈椎健康。

找到原因后，该做什么防护措施？小分

队尝试了3种解决方法：针对青少年颈椎健康

意识不足的问题，进行线上线下的宣传，包括

线上平台定期发布普及颈椎知识的文章，线下

邀请运动康复专家开设公开课及讲座等；针对

目前大多数人不会科学“转脖子”的情况，在运

动康复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一套科学易做的颈

椎操；针对青少年坐姿不正确及电子设备使用

过度的现状，自主设计了护颈 APP“Break”，

监督适用人群电子设备使用情况。

10 周内完成线上数据调查、分析各种学

术论文，还要开发 APP、设计颈椎操⋯⋯这

一系列“神操作”，连带队老师陈择都啧啧称

奇：“他们不但实力在全国赛中表现耀眼，而

且比赛完后愿意把项目做下去。”

陈老师认为，“护颈小分队”此次胜出，主

要是因为课题创新程度高，还和青少年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让评委们眼前一亮；有权威

学术论据及扎实的调查结果作支撑；他们找

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法，并在积极推进。

半个月后，6名同学即将奔赴哈佛大学参

加CTB全球选拔赛。这趟哈佛之旅，让大家

既紧张又兴奋。“最让人激动的环节，是赛前可

以和哈佛的顶尖专家、学者交流，向他们学习

课题研究的学术技巧。”

在比赛之外，小邵还有个野心：将颈椎操

打造成中学里的另一款“保健操”，并且向教

育部门申请，在部分学校推行。“我们发现如

果能养成良好的坐姿及电子设备使用习惯，

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颈椎问题都能得

到有效的预防及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