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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下午，南苑中学举行 2025 届高三迎考活动。学生们通过“过河

接力”“踩爆压力”等趣味运动让紧张的备考情绪得到放松，增进彼此之间的友

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育一线

通讯员 贾芷洛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卢冰贞) 日前，

市人民幼儿园教育集团开展教师“挫

折教育VS赏识教育”辩论赛。

辩论赛现场，辩手们个个精神抖

擞，散发着自信的光芒。正方辩手以

赏识教育比挫折教育更为重要开篇立

论，声音洪亮清晰，阐述观点逻辑严

谨。反方辩手也毫不逊色，言辞犀利，

提出挫折教育比赏识教育更为重要的

论点。

比赛过程中辩手们或剑眉紧锁，

深思片刻后便口若悬河；或手势有力，

配合言语增强说服力；或目光坚定，直

视对手，毫不退缩。他们在赛场上快

速应变，旁征博引，从专业知识到生活

实例，从历史事件到当前热点，充分展

现自身的风采。立论陈词、双方攻辩、

自由辩论、总结陈词⋯⋯激烈的辩论

比赛后，教师们对各位辩手们的表现

进行评分，评选出获奖队伍和最佳辩

手。

辨理明晰展风采，论道深邃见真

知。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一场精彩的

辩论赛，一次锻炼与提升，让教师们更

理性看待赏识教育和挫折教育，能以

更科学的教育观儿童观，助力幼儿健

康快乐成长。

释压逐梦
轻装上阵

““挫折教育挫折教育VSVS赏识教育赏识教育””谁为要谁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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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思考能延缓
大脑衰老进程

据新华社杭州12月21日电（记者 朱

涵） 浙江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思

考”引发的神经活动下，大脑中的物质和能

量之间存在一种可以有效协调转化的“联

动机制”，抑制这一机制会导致能量短缺、

认知受损等与大脑衰老相关的神经病理性

改变，持续增强这一机制则能够改善认知

功能，延缓大脑衰老进程。20日，这项研究

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单元，是大脑这个“信息处理系统”的“信息

传递网”，构建起复杂的神经网络。其中，

有传递信息的“关键枢纽”——突触，以及

生命体专属“供电站”——线粒体。

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马欢说，课题组通过建立小鼠模型，发现

在学习记忆或者人工诱导的神经活动下，

神经元突触附近的线粒体基因转录显著

增加，促进大脑的能量供给。这意味着，

在“思考”引发的神经活动下，物质和能量

之间存在一种可以有效协调转化的偶联

机制。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设计了多种新

型的靶向分子工具，对“神经活动—线粒

体偶联机制”进行精准改造和增强。实验

发现，抑制这一机制会导致其学习记忆失

能，而如果在 2 个月的时间内持续增强这

一机制，能够增强学习记忆过程中线粒体

基因表达水平，提升大脑的生物能量，并

在个体水平上显著改善小鼠大脑的认知

功能。

马欢表示，整个研究经历了 7 年的反

复探索和试验，目前相关临床转化研究和

药物开发正在进行中。

此外，研究团队还在这一研究中，揭示

了哺乳类动物大脑高效处理“海量信息”的

机制。哺乳类动物大脑采用了一种独特的

“按需供能”策略，即在每个突触附近布置

可被神经活动调控的线粒体。信息处理过

程中，线粒体通过突触活动驱动其基因转

录和蛋白合成，以实现神经元在信息交互

的突触附近“局部”能量供给调控。

“这一机制的发现，有望为人工智能

在增强信息处理能力的同时减少能耗提

供全新启示。”马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