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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我家已经有了两个平板
电脑了，但是学校让孩子买

‘电子书包’，其实就是平板电
脑，我觉得买这个太浪费了。”
近日，李女士说，她的孩子在
市东方第二中学上初一，所在
的班是“电子书包”试点班，李

女士孩子的很多同学都买了
“电子书包”。

市民梅先生说：“听说用
‘电子书包’只能学英语，没有
多大意义。”在接受采访的学
生家长中，除了少数人对“电
子书包”持观望态度，多数家

长都表达了对“电子书包”教
学效果的担忧。

“听说过‘电子书包’，但
具体不太了解。如果用‘电子
书包’上课，我会有些不习惯，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一名初
中老师说。

“电子书包”进课堂，部分家长不买账

■编者按
近日，不少家长致电本报热线称，自己的孩子在“移动手持教学终端课堂运用”（即“电子书包”）试点班就读，虽然校

方表示学生可自愿购买“电子书包”，但是家长们还是担心“电子书包”未必比传统教学方式效果好。
在今年秋季开学时，随着“电子书包”在我市运用的范围逐渐扩大，它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那么，您了解

“电子书包”吗？它到底具备哪些优点？在推广时，它遇到了哪些问题？结合上述问题，洛阳晚报将带您深入了解“电子
书包”。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可拨打本报热线66778866告诉我们。

□记者 刘亮 文/图

近日，不少家长对“电子书包”的推行表示质疑，他们似乎对这种
新的教学模式并不买账，“电子书包”到底是什么？您和孩子能接受这
种新的教学方式吗？对此，洛阳晚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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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东升三中、市五
十一中、市二十七中、市十二
中和洛阳外国语学校等5所
中学的部分试点班正在运用

“电子书包”教学。
据市电教馆负责人介绍，

去年3月，“国家数字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试点”
在我市的试点项目启动，其中

“移动手持教学终端课堂运
用”项目在市东升三中进行试
点，标志着我市首次引入平板
电脑教学。

今年9月，为进一步提升
我市教育信息化水平，扩大课
题实验规模，市教育局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按照学生及家长
自主、自愿的原则，进行第二
批“电子书包”试点。

“洛阳地区使用‘电子书
包’时间不长，目前试点班的
学生和老师处在熟悉‘电子书
包’操作应用的阶段，‘电子书
包’也只具备查阅配套教学资
料、课堂互动、在线答题等基
础功能。”该负责人说，下一

步，他们将要求技术人员开
发、完善“电子书包”的功能，
比如同步练习、教学质量评测
分析等，为学生制订更加个性
化的学习指导方案。

预告：本报记者将走访
部分“电子书包”试点班的老
师和学生，了解他们在使用
“电子书包”进行教学过程中
的真实体验和遇到的问题，
听听他们对“电子书包”的看
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明日
的《洛阳晚报》。

“电子书包”的功能将逐步完善

2012年年初，教育部下
发了《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
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电子
书包”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
实践和未来趋势，开始在一些
大城市的学校试点。

“真正的‘电子书包’要
依托教育云平台，学生在课
前接受任务、发现学习疑难、
自学教学重点、查阅学习资
料；学生在课中与老师互动、
在线答题并提交，老师将实

时对每个学生的答题情况进
行监控；学生在课下接受老
师推送的习题、向老师进行
提问；家长可以通过‘电子书
包’看到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轨迹，包括孩子举手回答问
题的情况。”昨日，负责洛阳
地区“电子书包”技术支持的
武汉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人员一边演示“电
子书包”，一边向洛阳晚报记
者介绍其用途。

该技术人员说，“电子书
包”实现了一对一移动学习，
在传统课堂，多数情况下，老
师提问题后，只有一个学生
能当堂回答，老师也仅仅知
道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使用“电子书包”后，所有学
生可以即时提交答案，老师
通过终端控制平台能马上了
解所有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掌握正确率，继而针对具体情
况做出讲解。

“电子书包”实现了一对一移动学习

部分家长担忧“电子书包”教学效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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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耀玑

近日，有市民向洛阳晚
报记者反映，老城区花鸟鱼
虫市场的两家商户因为贩卖
野生鸟类，被市森林公安局
民警查处。

当洛阳晚报记者赶到位
于老城区集市南街的花鸟鱼
虫市场时，市森林公安局的
民警正对出售野生动物的两
家商户进行查处。被查处的
两家商户门口放着5个鸟笼，
里面装着很多鸟，其中包括
一些麻雀。“不会吧，卖麻雀
也违法？”一名围观的市民不
禁疑惑地问。

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当场
查处并没收了11只灰喜鹊、1
只黑喜鹊、3只戴胜、9只斑鸠
以及数十只麻雀，这些都属
于野生鸟类。

据了解，该市场的临街
商户主要出售观赏鸟，种类
繁多，各商户门口均摆放着
大小不一的鸟笼。那么，出
售观赏鸟的商户为什么会出
售野生鸟类呢？

市民陈先生说，这些野
生鸟类并不是商户自己捕获
的，而是从别人那里收购
的。“经常有人带着麻雀、喜

鹊和斑鸠到这个市场来卖，
每只从几元钱到十几元钱，
不少商户都会收购。”陈先生
说，商户收购的这些野生鸟
类大都被转手卖给了一些信
佛的市民。“信佛的人有‘放
生’的习惯，这些人会定期到
这儿买几只野鸟，然后到附
近放生。”陈先生说。

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表
示，上述这些鸟类属于“三
有”动物。“三有”即：有益、有
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
价值。“捕捉、运输、收购、贩
卖‘三有’动物，属于违法行
为。”民警说，“无论用于何
种用途，收购、贩卖野生动
物都是违法的，只要有市场
存在，就会让更多野生动物
遭人捕捉。”

“如果不涉及国家和省
级保护动物，且数量不多或
情节较轻，民警将对收购
或贩卖野生鸟类的当事人
进行批评教育，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处以
涉案动物总价值7倍以下罚
款。”民警称，警方查处并没
收的这些野生鸟类将被放
生，或被送往相关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及具备饲养条件
的公园。

两家商户
出售野生鸟类被查处
警方提醒：捕捉、运输、收购、贩卖
“三有”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近日，一只大鸟落入孟津县朝阳镇崔沟村的一个院子里。
院子主人张女士本以为那是只天鹅，没想到是一只番鸭。

张女士的父亲说，这只大鸟落入院子后，扑腾了几下，试图
飞走，可没能飞起来，他看到这只大鸟浑身雪白，感觉像天鹅。
洛阳晚报记者发现，这只大鸟的个头比普通鸭子大，身上长着白
色羽毛。经市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处鸟类专家王文博鉴定，这不
是天鹅，而是一只番鸭。番鸭又叫瘤头鸭、洋鸭，原产于美洲，在
我国作为肉用鸭饲养。 杜卿 秦向民 摄影报道

院内飞入白天鹅？原来是只番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