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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 佳

“这明明是菊花？可怎么有茶

香？”“是不是只有秋天才有，像桂

花一样？”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的第一堂中医药与健康课临近尾

声，授课教师张乐在教室里煮起了

菊花枸杞蜂蜜茶，学生们一面饮

茶，一面兴致盎然地讨论起刚刚讲

过的人参、大枣、枸杞等生活中常

见的食材在中医理论中，竟然也有

治病功效。

新学期开学，中医药与健康课

进入我省小学课堂，目前已有10万

余名五年级小学生学起了“养

生”。中医药与健康共36课时，属

于小学生基础教育拓展课程体系

的一部分，该课程明确为辅修，不

进行考试或考核。教材中的“大自

然的馈赠”“古人的好办法”“名医

为什么会神”等篇章读来浅显易

懂，主要由历史故事、人物神话引

出来，并在每章收尾设计了“想一

想”等趣味练习，比如，《红楼梦》里

的林黛玉弱不禁风，面色苍白，可

能是哪个脏器出了问题？

但教材有了，谁来上却是个

问题。

暑期里，全省《中医药与健康》

小学教材师资培训班在杭州举行，

教材编写组成员及相关专家对教

材每篇课文的教学目的、内容分

析、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参考资

料等都做了详细讲解。张乐就参

加了这次培训，她说：“我原本就是

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毕

业的，所以教材内容对我来说比较

‘低龄化’，但我之前在学校当了6

年校医，只参与了一些选修课，所

以在备课中，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

把课上得有趣味。”

在绍兴市鲁迅小学，中医药与

健康并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在每周

三下午的“课程超市”新增了这门

课。但按照副校长金红霞的介绍，

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在网络系统上

公布不到半个小时，100多个名额

就被报满了。

因没有特别适合授课的教师人

选，鲁迅小学从绍兴市中医院聘请

了两位中医内科医生，作为任课教

师。罗帧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多

次被评为优秀带教老师，但给小学

生开课，他也还是第一次。为此，

罗帧敏在准备讲授趣味中医学课

时，还准备了扁鹊见蔡桓公、张仲

景与饺子、药王孙思邈等近 10个

故事。

而绍兴市秀水小学则聘请了绍

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教师汤

访评担任中医药与健康的客座教

师。该校副校长樊水泉介绍，为培

养学生对中医学科的好奇心，学校

从今年春天开始种下了茯苓、鱼腥

草、金银花等50多种中草药。五年

级每个班都有一块“责任田”，每周

要观察“责任田”里的中草药，写观

察日记，班与班之间分享。

记者了解到，还有一些学校设

想直接把“教室”搬进中医馆。像温

州市实验小学就在物色规模合适的

中医馆，让学生们有机会去看看中

医临床治疗，或制作中药包、制作中

草药标本等。而瑞安市桐浦镇中心

小学因为坐落在以油菜花闻名的桐

浦镇，所以今秋开学时，该校推出了

“板蓝根”主题课程。

“我们把中医养生课与科学、

美术、语文、音乐等整合在一起。”

校长周国平说。像科学课上，教师

带就领学生通过看、摸、闻的观察

方法，近距离观察板蓝根，观察它

的茎、叶等植株特点，再用图文结

合的方式详细介绍板蓝根，着重介

绍它的药用价值和工业价值。而

在语文课上，教师让学生以板蓝根

为题写一篇说明文；在音乐课学唱

歌曲《板蓝根》……

周国平说，接下来学校还将开

发铁皮石斛、中草药与传统节日

等方面的课程。由传统学科教师

来“接手”中医药与健康，实现过

渡，也不失为解决中医药专业教

师不足的应急之举。

谁在教孩子们“养生”

追 踪追 踪热点热点热点热点

□徐玉成

开学初，省内多所高校在校创业学

生凭借自身创业业绩，直接申请相关课

程学分。据悉，这是我省高校贯彻落实

教育部今年2月份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中提

出的“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的成果，

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的一个

积极尝试。创业业绩折算学分，释放了

什么信号？

首先，这是尊重大学生创业，让学

业与创业不再是单选题。当前对“在校

大学生是否适宜创业”颇具争议，很多

人 认 为 在 校 大 学 生 应 以 专 业 学 习 为

主。而在当前教育制度下，读书与创业

经常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随着

时代发展，读书的含义和方式已发生变

化，学习知识不一定要在课堂内、在教

室里才能进行。创业是创办和经营企

业的“实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实习实

训，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形式。

其次，这也是肯定大学生创业行为，

让其获得合法地位。虽然创业教育日益

受到重视，但在现实中，许多高校对大学

生创业却是“叶公好龙”。目前很多高校

的管理制度不是点燃，而是在压制大学

生的创业激情，有时甚至成为创业的绊

脚石。不参与创业实践，不可能让学生

获得创业能力；没有创业实战，不可能有

学生创业的成功；要实施真正的创业教

育，就必须鼓励大学生从事非“模拟”而

是实战的创业实践。在“创业业绩折算

学分”下，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积极性得

以加强，高校创业教育必定能取得实实

在在的进展。

再次，这也有助于改变创业教育评

价模式。当前，很多人普遍认为需要加

强大学生创业教育，但我们对学生进行

考核时，主要采用理论考核，通过修满课

程学分、理论考试成绩等来予以体现，

“创业业绩折算学分”尝试认可学生在创

业实践中获得的创业业绩。在对创业业

绩进行界定时，应将学生在创业中产生

的经济效益（如营业额、个人收入等）和

社会效益（解决多少人就业等）作为一个

重要标准。只有通过“真实”创业实践，

才能产生“看得见”的创业业绩。

虽然，“创业业绩折算学分”让人备

受鼓舞，也让很多大学生看到了曙光，但

具体实施却任重而道远。譬如专业课程

如何实施、专业教育如何与创业教育融

合、创业业绩如何界定等，都没有现成模

式可借鉴。为此，各高校需继续努力，继

续加大探索力度，让“创业业绩折算学

分”发挥更大的导向作用，培养更多创业

人才。

创业可算学分，释放了什么信号？

浙农林大教师研究成果
登上《自然》杂志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日前，浙江农林大学理

学院教师陈亮博士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顶级学术

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这是该校教师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新突破。

该论文题为《通过阳离子控制层间距实现氧化石

墨烯膜的离子筛选》，提出并实现了用水合离子自身

精确控制石墨烯膜的层间距，展示了其出色的离子筛

分和海水淡化性能，并用理论计算、上海光源的X射

线小角散射（BL16B1）和精细吸收谱（BL14W1）实验

阐明了机理。相关研究成果，解决了氧化石墨烯膜在

水处理、离子/分子分离以及电池/电容等前沿研究领

域中的重大难题。

陈亮团队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碳纳米材料在环境

中的应用、有机污染物处理、重金属污染处理、海水淡

化等应用研究以及碳纳米材料的理论机制的基础研

究。陈亮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申请

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多项。

近日，温州市教师教育院组织了一批名
优教师远赴新疆拜城，为当地带去一场丰盛
的教学大餐。此次活动受益的当地中小学
教师共有 1000多人次，有力助推拜城县教
育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发展。图为温州名
优教师送教团的一位教师正在开展“同课异
构”送教活动。

（本报通讯员 宋建萍 张海洲 摄）

千里送教

宁波鄞州将提高
外来务工子女学校教师待遇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近日，宁波市鄞州区出台

《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办学水平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大力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办学条件，

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补助力度。

据介绍，鄞州区计划使持有教师资格证、初级职

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教师的年收入分别达到6万、

7万、8万、9万元左右。该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关键在于稳

定教师队伍，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提高教师待遇，

逐渐拉近该类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待遇距

离。这样的待遇保障，既能留得住现有的教师，又能

招到其他优秀的教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就有保证。

在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教师待遇的同时，

鄞州区教育局还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教师的教

学、教研、教科活动纳入全区教育系统统一规划，选派

一批优秀教师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担任校长或

校监，鼓励公办学校事业编制教师以支教、交流等方

式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任教，支教、交流经历等

同于农村工作经历。

据统计，鄞州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共9万余名，其

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4.1万余名，人口总量和占比

位居宁波全市前列。现已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14所。因不能和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一些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学校教师不安心教育教学，流动性大。

10月20日至22日，长兴县举行了第九届体育节中
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近800名中小学生参加。近年来，
长兴县重视中小学体育工作，除办好体育节外，还全力
实施阳光大课间和体艺“2+1”活动。图为学生在跳高
比赛场景。

(本报通讯员 黄牛春 摄）

（上接第1版）
几年来，通过派驻专业指导教师，在企业建立

实训基地，共同承担新品研发，学校与时尚产业相

关企业进行了产学研的深度合作，这为企业提升品

位、发展壮大打开了局面。不少学生在参与企业实

践项目之后，被企业看中，毕业后直接成为企业骨

干。叶芳香公司的副总经理、设计师团队几乎都来

自浙理工。

产业链的一端，连接着学生的就业。2016年4

月，学校与卓尚服饰、浙江灯火网络三方共建了

“尚+众创空间”。这一众创空间在国内首创“高

校+产业+孵化”模式，通过整合高校资源和市场渠

道，为时尚产业的大学生创客提供一站式创业服

务，孵化时尚产业合伙人。

通过空间，学生创新创业所需的人才、资金和

资源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鼓励着青年学

子跨出由“想做”到“敢做”的一步。

目前，该空间已进驻创业团队22支，其中跟时尚产

业直接相关的团队20支，90%的入驻团队为浙理工校

友和在校生。该校党委书记吴锋民说：“具有行业特色

的地方高水平教学研究型高校，要立足服务地方、服务

行业，并以此构建协同互动的育人生态环境。”

求是笃实培养人才
不久前，一场“丝想+”毕业设计作品展将浙理

工纺织品设计专业学生4年的时光沉淀和设计感悟

呈现出来。学生作品中有经典的丝绸文化创意，也

有数码纺织的设计创新；有雅致禅寂的中国传统扎

染，也有俏皮个性的波普艺术、卡通敦煌……毕业

展吸引了万事利、凯喜雅、上海鼎天时尚等一批丝

绸纺织龙头企业前来观摩，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当即

被企业签下。

近年来，该校高度重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

结合，积极改革培养模式，打造了一条崇尚学术、求

真务实、脚踏实地、服务社会的人才培养路径。

服装学院大四学生唐祖强去年上了“男装设

计”这门课。他通过对户外运动人群需求的调查，

与资深品牌设计师反复探讨，结合对网络爆款的分

析，设计出一套具备很强收纳功能的冲锋衣，在实

验室里，他将这款冲锋衣制作成成衣，完成了这门

课的课程作业。

“课程紧贴实际，创意紧跟产品，是我们教学育

人的重要目标。我们要精准地把握社会需求，更要

创造性地引领时尚潮流。将学习成果写在社会的

大课堂中，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

装学院教师夏帆说。

学生4年内需累积1年时间在对口企业开展生

产实践，并与课程交替进行。该校还根据专业特

色、课程教学体系构建和扩充具有时尚产业特点的

校外实践基地，建立“企校合作实验室”和“学生服

装工作室”。同时，学校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

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多所院校建立

了合作关系，如与素有“时装界哈佛”之称的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合作，引进美方先进

办学理念和课程体系。

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大幅

度跃升，实现了纺织服装行业的“强引领”。近几

年，学校涌现出来的不仅有两届互联网大会志愿者

服装设计者、世界T台上的超模等时尚界的翘楚，

也有大批的时尚产业的设计师、创办者和中坚力

量。至今，杭州女装仍有70%左右的企业“当家人”

或首席设计师是浙理工校友。

百廿校庆之际，该校表示将以国家、浙江省的

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努力将学校建设成

为一所既有深厚底蕴，又紧跟时代发展的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大学，让时尚真正成为学校的一张闪

亮的“金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