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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百将进校园——

传承红色基因 缔造民族未来 庆
国庆 迎建党100周年”国防和爱国

主义教育公益活动在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举行。

北京天安门原武警国旗班

第一任班长董立敢主持升旗仪

式，他为在场全体师生讲述天安

门特号国旗的象征和意义，并将

珍藏的国旗赠与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中学嘉定分校。在升旗仪式环

节，北京天安门原武警国旗护卫

队护旗手，迈着铿锵的步伐，以严

整的军姿，向全体师生展现升国旗

仪式的庄严与神圣。师生们纷纷表

示：“这面国旗传递给我们的，是一

腔爱国情怀、一种国旗精神，一份

需要我们传承的责任！它带给大

家温暖和力量，也将成为全体师生

心中永远的珍藏！”

当天，“传承长征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共建国防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将成为

该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下

阶段，交大附中嘉定分校将进一步

把“四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贯

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把红色基

因渗透到细微处，扎根于师生的心

中。

（来源：嘉定教育）

以红色基因构筑青春底色

据了解，自辩论赛活动伊始，主办方闵

行区教育局就发起了“辩论课程进校园”活

动，邀请辩论课程指导专家进入校园开设辩

论讲座实地指导；在复赛的辩题上也做了精心

考虑，选取“偶像文化与青少年成长”这一话

题，既契合社会热点，又贴近学生生活，获得了

同学们的强烈共鸣。

这次赛事的大多数辩手刚刚进入高中，但

是“传递”二字却常常被提起。获胜的七宝中学

的辩论队员表示：进入七宝中学后，感受到“辩

论”是校园内一处常在的风景，校园里每个人

对语言的魅力都饱含着憧憬与热爱，“我们愿

意从学长学姐手中接过辩论的旗帜，并期待亲

手把它交接给下一届学弟学妹。”

活动中，专家评委对赛事进行了现场点

评，还给同学们带来了四堂精彩的“辩论微

课”。辩论赛专家评委、复旦大学辩论队执行

教练郑诗亮认为，辩论赛既是一个思维较量的

战场，又是一个展示团结协作的舞台，有利于更

好地提升辩手自我认知和团队协作能力。

据介绍，三年以来，闵行高中生的辩论

赛、辩论课程进校园、辩论队员到高校开展研

学等活动已成为区域推进“大中小幼德育一体

化”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后续工作中，区域将继

续挖掘辩论作为德育载体的价值，通过不断拓

展校园辩论的内涵和外延，提升育人品质。

关注社会热点

闵行高中生“辩以明礼，论以求真”

近日，闵行高中学子再次相聚展示思辨能力和口

才。上海市闵行区第三届高中生辩论赛复赛在田

园中学拉开帷幕，田园中学等8支闵行区高中辩论队参加，围

绕“偶像文化对青少年成长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

一辩题进行了精彩博辩，展现了当代学子关注社会热点的

责任感，热爱思辨的精神风貌。

记者 郭漪

复赛现场，8支辩论队分为4组，正反双方就

“偶像文化对青少年成长利大于弊”还是“偶

像文化对青少年成长弊大于利”，同时展开激

烈论战。　

田园中学辩手们持正方观点“偶像文化对

青少年成长利大于弊”，认为偶像文化有助于

青少年释放较大的学业压力。传统教育模式导

致青少年的学习多处于被动状态，但青少年追

星行为是出于主动选择，并且在其中获得了快

乐和心理安慰。

闵行中学、古美高中、闵行三中的辩手们也

持正方观点，他们认为，青少年会因为认同偶像

在专业领域的价值而去学习模仿。例如在武汉

抗疫战斗中，很多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成为

青少年的偶像，有青少年学生在报考专业中选

择了医学专业。

莘庄中学辩论队持反方观点“偶像文化对

青少年成长弊大于利”，辩手们认为偶像文化

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不是

道德层面。青少年追逐偶像，主要是沉湎于其

营造的外在美而不是内在美，比如：关注模仿

明星的穿搭、明星的妆容，甚至在明星犯错的时

候，强行为偶像辩解的极端不理智行为。

七宝中学、上师闵分、华二紫竹的辩论

队也持反方观点，他们提出，在当前的消费社

会，偶像不一定是专业领域的标杆模范，而只

是被资本生产出来娱乐大众的消费品，青少年

追星的行为从过去的向偶像学习，变成了为偶

像买单。

正反双方各自引经据典、罗列数据实

例，展示自己的出色的表达技巧和缜密的思

维。唇枪舌战后，七宝中学、北外田园、上师闵

分、华二紫竹四所学校的辩手们表现得更胜一

筹，成功晋级半决赛。

聚焦“偶像文化”

校园辩论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