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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4月22日电（李国利、杨子凡）神舟二

十号任务22日完成发射前最后一次全区合练。目前，

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设备状态

稳定、人员准备就绪，发射场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

备工作。

当日上午，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

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

各测控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

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这次合练是神舟二十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

全、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合练。合练结束意味着神

舟二十号船箭组合体蓄势待发，正式进入临射状态。

“目前，火箭、飞船及发射场各系统参试设备状

态良好，发射场区后续将按计划扎实开展射前检查和

推进剂加注等相关工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谌廷政

说。

气象系统持续关注发射窗口天气变化情况，加大

气象会商密度，对可能影响发射的气象因素进行了专

题技术研究。“经过连续的天气分析和跟踪，多轮会

商后，专家组一致认为发射日当天天气平稳，满足任

务最低气象条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张芳说。

据介绍，目前各系统已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

作，全体参试人员正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迎

接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部分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强
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不少人

在生活中都存在“汉字失写症”。特别是一

些中小学生只在完成课堂作业时动笔写字，

大多数时候靠拼音输入法打字，有时使用拍

照、语音转文字等技术手段代替笔记。

天津一名小学生家长周先生说，孩子有

时提笔忘字，对一些汉字的笔画结构、偏旁

部首记忆模糊，经常需要上网查某个字怎么

写。

长期在文具行业工作的天津市鸵鸟墨水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强介绍，中小学生曾是墨

水行业的重要用户群体，但目前其书写频率

降低，使用钢笔进行书写训练的学生更是寥

寥无几，传统墨水的销量明显下降。

学生书写不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在广

东惠州一所小学任教的王女士说，班上不少

学生写字较差，有的下笔浅、写字小，有的

歪七扭八、超格出线，还有的丢笔画、多笔

画、乱连笔，字迹很难认清。

湖北省一位中学教师饶舜也表示，从作

文阅卷的情况来看，目前学生的书写水平大

不如前，写字较好的学生仅占三成左右，不

少学生平时很少花时间练字。

与此同时，受网络流行语影响，“造

词”、错字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未成年人

喜欢使用“稀饭”“集美”“针不戳”等谐音

梗，还有些习惯用“XSWL”“U1S1”等字

母、数字、符号组合代替文字表达。“不少

网络词汇不仅成了中小学生的口头禅，还出

现在孩子们的考卷上、作文中。”饶舜说。

“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着鼠标忘

了笔杆’，仍需提升青少年汉字书写能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丽红

说，汉字不仅是信息符号，更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青少

年书写能力下滑、汉字功能弱化，会影响文

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忘字多、好字少，

如何让孩子们
“爱上写字”

“匍匐”“尴尬”“亵渎”“喷嚏”“邋遢”……这些常见字，不少中小学生看
了都认识，提笔时却写不出来。

常写错字、好字难寻，当前，一些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强，不少人都面
临提笔忘字的情况。如何让孩子们认识汉字之美，爱写字、写好字？

“失写症”的背后
导致青少年书写能力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电子产品使用率上升、写字频率下降。除此之

外，纸质阅读时间有限、对汉字的文化艺术底蕴

科普不足、书法师资力量欠缺等也是重要原因。

——网络别字多，文字使用不规范。多位受

访者指出，部分短视频、自媒体上经常出现乱用

汉字、编造词句、用语不规范等现象，一些从业

者追求流量至上，对语言表述漫不经心。

“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期，容易模仿流行

用语。网络平台上语言文字的滥用错用，会弱化

青少年使用规范文字的意识。”天津财经大学商学

院互联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究中心主任陈旭辉说。

——静心阅读少，对经典文本不够亲近。中

南传媒产业研究院和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去年5月发

布的《湖南省中小学校园阅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

告》显示，中小学生用于课外阅读的时间和阅读

量均明显下降，家庭图书拥有量偏低，图书拥有

量不足30本的家庭占比超过一半。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少年倾向于阅读简短

的电子信息，对经典文学作品、传统纸质书籍的

阅读兴趣不够高。汉字丰富的内涵、文化大多蕴

含在经典文本中，阅读量的减少容易使孩子对汉

字的理解和感悟不够深入。”张丽红说。

——板书遭弱化，专业书法师资不足。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青年宫教师彭瑶等专家介

绍，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普遍面临师资力量不足

问题，一些学校的书法课教师由其他学科教师兼

任，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汉字书写指

导。有些校外培训班的书法教师没有系统学过书

法就匆匆上岗。

——日常字体单一，难以感悟汉字之美。多

位专家认为，学生日常使用的教科书等字体比较

单一，审美层面上的汉字、书法教育不足。

“当前有的‘江湖书法’走红网络，容易侵蚀

青少年对汉字的审美意识。”彭瑶说，教学过程

中，在让学生掌握书写姿势、笔顺规则、书写规范

的同时，也要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感受汉字之美。

让孩子们能写字、爱写字、写好字
中小学生书写水平下滑的现象已开始受到各

方关注。去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提出培养良

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书写水平、传承优秀汉字

文化、规范校园用字等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学校、家庭、社会要进一步

形成合力，让青少年重视规范汉字书写，能写

字、爱写字、写好字。

从学校教育来讲，要充实书法教师队伍，完善

书法课程体系。彭瑶建议，可将书法史、书法美学、

书法艺术等内容纳入中小学教学系统，完善对学生

汉字书写教育的考评体系，增强学生对汉字的认同

感；同时补充书法教师，邀请校外专家对现职教师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李祖华认为，中小学校应加

大对教师汉字书写与板书规范性的考察力度，推动

师范院校加强师范生书写训练。

“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举办‘书法文化进

校园’、汉字听写大赛等活动，在博物馆、图书馆

举办优秀书法展览，通过更丰富的形式激发学生

对汉字书写以及书法文化的学习热情。”黄强说。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张丽红建

议，家长要引导孩子认识书写的重要性，鼓励孩

子临摹字帖、认真书写，帮助其挑选质量好、适

合孩子年龄段的书写和指导工具。

此外，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较大，要守好网络

文字规范性的底线。陈旭辉建议，内容平台有必要

通过AI工具进一步完善对创作者的文字规范提

示；发挥媒体、研究机构、语言文字行业专业协会

等机构的合力，形成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良好风

气。实际上，提笔忘字、别字高发等汉字书写能力

弱化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青少年群体中。张丽红建

议，未来可在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公

共文化场所以汉字书写和汉字文化为主要内容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制作相关教育节目、纪录片，营造

良好的汉字书写环境，让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更好感受汉字书写的魅力。（据新华社天津4月22日
电“新华视点”记者刘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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