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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打印键
“塑料电线”变生活用品

3D打印是怎么回事？“普通打印
机是平面打印，3D打印是逐层打印，
通过叠加的方式来构造立体物体。”陈
建鸣翻出手机壳、鲸鱼胶带座、手机支
架、打蛋器等小玩意给记者看，说这些
都是用3D打印机打出来的。为了更形
象的展示，陈建鸣给记者演示了一番，

“就打你们‘齐鲁晚报’几个字吧。”他
先在电脑上输入这4个字，通过软件转
换成三维图形，再导入3D打印机，机
器立即启动，一个圆锥状的喷头一边
快速推移，一边吐出红色的热塑料溶
液。机器工作了一个小时以后，“齐鲁
晚报”的立体字就打出来了。记者发
现，和普通的打印机不同，3D打印机

用的不是纸张，而是类似电线的塑料，
“电线”进入打印机后经过高温挤压，
变成更加纤细的线条，反复叠加成型，
打印简单的作品需要两到三小时，复

杂的则可能用上一整天时间。

玩转3D打印
创意变成立体实物

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模型的
陈 建 鸣 动 手 能 力 很 好 。大 一 刚 开
学，陈建鸣就加入了机电工程系的
制图协会。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
了UG制图，随后又跟学长学会了
3D打印技术。接触到3D打印机后，
他就开始操作、研究，翻阅工业设
计 的 书 籍 ，他 经 常 按 照 自 己 的 想
法 ,创作出模型 ,再通过 3 D打印机
制造出来。“打印只是个过程，3 D
打 印 的 魅 力 主 要 在 于 3 D 模 型 设
计，而这里有无限的可能。3D打印
能 够 让 我 的 设 计 ，变 成 现 实 的 物
品，呈现在自己的面前。无需机械

加工或模具 ,就能直接从计算机图
形 数 据 中 生 成 任 何 形 状 的 物 体 。
3D打印机能做出很多在生活中非
常实用的东西，它颠覆了平时大家
了解的传统制造。”陈建鸣说。

“一个物体要用3D打印机打印
出来，需要精准的计算和结构设计。
它的每个零件的连接，它的变形，都
需要牢记在心，环环相扣，都需要有
数字信息才能实现打印。”机电产品
创新与技能大赛指导老师李甜甜介
绍，从设计到成品效率速度要快、要
好看、要实用。新颖是工业产品造型
设计与快速成型项目赛成功的关
键。3D打印技术是一个很好的延伸
课程。能给学生带来实现创造的成
就感，能很好的激发学生们的设计
思维，对专业的和技能提高有很大
的帮助。

电电脑脑上上建建个个模模型型，，打打印印出出““鼠鼠标标””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倾心3D打印，备战全国技能大赛
本报记者 田成成

一台电脑机箱大小的3D打印机，
正在嗡嗡作响。旁边堆满了3D打印的

“鼠标”“手持式电子秤”、“电风扇”、
等生活用品。这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大二学生陈建鸣在学校机电产品创
新与技能大赛工作室的工作场景。为
了参加下个月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他和机器都没闲着。

用行为引导孩子

一些家长常对老师说：“我
没多少文化，教不了他，孩子就
听老师的，老师办法多，您费心
多管管，孩子的教育就全靠您
了。”“我和他爸很忙，没时间管
他。”这些只是自己不去努力的
托词。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未
成年人所接受的最为重要的两
种外部教育。学校、班级的工作
如果能够得到家长的理解支持
和帮助，两者形成了合力，那么
学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
需要家长从各方面去努力：时
常关注学校、班级的动态；提醒
孩子遵守学校、班级的各项规
章制度；对于孩子的课程表、时
间表要做到心中有数；积极参
加家长会；认真配合学校的教
学要求，例如检查背诵、作业

等。
培养孩子就是在培养财

富，孩子的学习与其情商有很
大关系，而这又由家庭教育观
念决定。因此，父母应时刻检讨
自己，以自己良好的行为，为子
女的品德修养做出示范，不仅
要教会孩子学习知识，更重要
的是教孩子学会做人。

用情感感化孩子

多与孩子进行交谈。交谈
的氛围应该是和谐的，交谈的
时机应该是恰当的，交谈的话
题应该是有益的、是孩子感兴
趣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
有很多生理上的变化需要成人
给予帮助，女孩子应多由妈妈
陪着聊聊，男孩应多由爸爸陪
着聊聊。交谈的艺术，主要体现
在交谈时机的捕捉和交谈方式
的运用上。一般地说，家长和孩

子双方在情绪不佳时，特别是
在气头上，不要交谈；在事情的
原委还没有搞清楚时，不要交
谈；有局外人特别是有客人在
场时，请不要做批评性的交谈；
在饭桌上，在孩子睡觉前，也不
宜做批评性的交谈。不拘时间、
地点、内容，海阔天空、轻松愉
快地交谈，常常是孩子欢迎的
交谈方式。好的交谈氛围会使
孩子和家长成为好朋友。孩子
会把父母当成倾诉对象，而不
是保密对象了。在交谈中家长
可以引导孩子改正不良习惯，
改善不好的心情，从而助力孩
子的学习。

多跟孩子一同活动。现在
一些同学的父母生了二胎，对
他们关心少了，使得他们常常
感到失落；单亲家庭的孩子也
多，他们的心理敏感、脆弱，更
渴望老师，同学，家人的陪伴；
一些留守孩子因为缺乏父母
的陪伴和管教，还养成了一些

坏习惯。这就需要父母一定要
抽时间，想办法多陪陪孩子。
在生活中，家长跟孩子共同活
动的机会和形式是很多的：一
起去野外玩耍，一起参观游
览，一起上街购物，一起进餐，
一起运动等等。在活动中不仅
融洽了感情，也增加了教育孩
子的机会，从而促进孩子健康
成长。

多对孩子进行鼓励。家长
应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并及时
加以表扬。让孩子踏踏实实进
行学习，把字写好，把错题一定
纠正过来，保证不能再做错，必
要时加以适当的奖励。在表扬
和奖励中可以激发孩子的上进
心，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心
和荣誉感。千万不能因为孩子
作业做得不好，简单的题不会，
就打孩子。这样不仅打断了思
维，时间长了还会使他产生厌
学的情绪，家长与孩子的感情
也会疏远。

进进了了青青春春期期，，孩孩子子不不大大听听话话了了
中学教师张萍建议，不妨从行为、情感方面多关爱孩子
本报记者 田成成

“上了初一后，我
的孩子开始不听话，
多说他一句，他就给
我顶嘴”。“初二开始，
我的孩子什么事都不
给我说了”......孩子进入
青春期，无论身体还
是心理都有了很大变
化。针对孩子的变化，
很多家长觉得束手无
策，只能干着急。那青
春期里面，作为家长
应该如何去恰当的引
导孩子健康成长呢？
济宁市第八中学教师
张萍结合自己多年的
教学经验提出了几点
建议，希望这个时期
家长们能够走进孩子
的心灵，读懂那颗青
涩的心。

陈建鸣用3D打印机打出的生活用品。本报记者 田成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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