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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
学生田间地头修学分

看着菜地里的蔬菜，浙江农林大学现代农

业172班班长朱瑜很是兴奋：“萝卜、菠菜已经

很大了，估计再过一两周就可以吃了。”

到农作园种菜，是浙农林大农学院学生的必

修课，也是“农业生产综合实训”的重要组成部

分。据介绍，早在1958年建校伊始，浙农林大就

将劳动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习使用锄头等

工具，更是农林学子必须掌握的技能。如今，浙

农林大不仅积极鼓励全校学生参与校园绿地管

护、卫生清洁等，还要求学生参与挖番薯、割水

稻、收大豆和玉米，播种土豆、油菜等劳动。

浙农林大党委书记周国模表示，鼓励学生

到农场劳动、参与绿地养护等形式的劳动，不仅

可以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增加对“三农”的

感情，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感恩自然的

品质。

作者：陈胜伟 董碧水
《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27日第5版

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
大赛30个项目相继落地

11月22日，记者从宁波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了解到，30个从2017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

业大赛智能制造行业赛中脱颖而出的智能制造

项目，相继在江北区实现落地。

去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

主攻方向，也是宁波发展智能经济、振兴实体经

济，打造“名城名都”、实现“两个高水平”的重要

举措。

中国宁波青年大学生创业大赛是由宁波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面向大学生以上青年群体的创

业大赛，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吸引了全

国各地优秀项目团队参赛，不少创业新秀从大

赛中脱颖而出、不断壮大。

作者：陈 怡 沈 海 罗雨辰
人民网2017年11月23日

桐乡36个教育技术装备
创新应用项目齐亮相

11月20日，嘉兴桐乡市凤鸣天女中心小学

凤凰校区的体艺馆内热闹非凡，桐乡市创建浙

江省教育技术装备规范管理示范县（市）现场推

进会暨教育技术装备创新应用嘉年华活动在这

里举行。该市36个教育技术装备创新应用项

目在此同台亮相。“我想要一个机器猫的香皂。”

“我也要学着做一个。”茅盾实验小学的手工皂

DIY项目吸引了大批师生围观。

据该校科学教师姚曲介绍，手工皂DIY项

目正是学校“科技制作创想家课程”的一个子项

目，已开设3年时间。“我们手工皂的香精都是

从火龙果、南瓜、胡萝卜等果蔬中提取的，既节

约又环保，同时还兼具了实用性和观赏性。”

教育技术装备创新应用项目的精彩亮相，

正是桐乡积极推进我省教育技术装备规范管理

示范县（市）创建的一个缩影。据介绍，近年来，

桐乡持续加大教育装备投入，累计投入资金达

3亿多元，装备整体水平走在了全省前列。

作者：钟淑婷
人民网2017年11月21日

喜见“盖茨院士”
越来越多

日前，中国工程院2017年院士增选工作结束，

经各学部选举和全院全体院士大会终选等程序，选

举产生了67位新当选院士。外籍院士增选结果也

同步产生，共有18位外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比尔·盖茨名列其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每两年新增一次，每次增选都

会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

誉，院士增选工作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

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此次院士增选也像一面镜

子，其中一些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此次增选进一

步彰显学风和品行导向，对候选人学风道德、个人

品行、经济问题等格外重视、严肃对待；其次，显示

了人才激励导向，多位来自企业和基层一线的工程

科技专家，以及长期工作在新疆、甘肃等西部边远

地区的优秀专家当选，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鼓励

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

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精神高度一致。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开放的视野和胸襟。从

1994年成立以来，此次新增的外籍院士人数最多，

达到18位。按照规定，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应有很

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

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等；外籍院

士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发展有建议权，可应邀出席

有关会议和学术活动……此次外籍院士进一步扩

容，无疑将为推动我国工程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提升我国工程技术在国际工程科技界的影响力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比尔·盖茨为例，这位科

技牛人近年来与我国交流密切，当选实至名归；而

这种“名人效应”也将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带动更

多外籍专家参与与中国团队的交流合作。

“尚贤者，政之本也”“致天下之治者在人

才”……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

选贤任能、群贤毕至都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基

础。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科技不分国界，人

才流动更为频繁，科技人才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国

籍范围。因此，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政策、逐

步完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意义重大。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

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国际竞争如

此，区域竞争也一样。尤其当前，一方面各地争相

大手笔引入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海外人才对我国发

展的巨大机遇有认同、有热情、有参与意愿，这就要

求各地在人才引进方面视野更开阔，眼光更长远，

动作更迅速——从推进人才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

化到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配套服务，只有实

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不断

促进全球高端人才聚集，才能向更多“最强大脑”借

力，让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情竞相迸发。

作者：夏振彬
《广州日报》2017年11月28日

90后的理论“口味”有哪些新变

化？作为《社会主义“有点潮”》的嘉宾，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陈培

永笑着说：“‘口味’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这个节目受到这么多关注的原

因，和青年思想理论水平的提升有着密

切关系。”

“90后的‘口味’就是理论要有意

思，而且要有教育意义，一定要有矛盾

冲突，这样才感觉比较有启发。”湖南师

范大学本科生田球在现场观看了《社会

主义“有点潮”》的录制，他感觉节目的

“最大特点不是在教育我们，而是在和

我们讨论”。

年轻人并没有“政治冷漠症”
作为制片人，赵超军在调研思政课

教育的时候发现教学存在“两难现象”：

教师说思政课难上；学生说思政课没意

思，老师讲课“不好听”。社会上也有中

国的年轻人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判

断。不少大学思政课教师对社会主义

理论教育有一个普遍的困惑，如此高冷

的理论，该怎么才能向大学生讲好？

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侯衍社看来，90后

并未对理论失去兴趣，而是对理论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希望以平等的角色和教师进

行交流，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希望教师

能够把道理说清说透，他们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希望学到的理论能够有助于他

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侯

衍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博士生导师廉思，是“蚁族”和

“工蜂”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年轻人

渴望知识，他们并非冷漠，也并不是光

看形式，他们喜欢一些有争鸣性、互动

性和辩论性的节目。

“思政课教师表述不清楚，归根结

底还是对问题了解不深入。”廉思直言，

把简单的东西说复杂了，这是“负述”；

把复杂的东西说明白了，这才是学术。

高校教师要把事情说明白，完全可以做

到，不妨向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学习。

对社会变化有深刻把握，思想才能丰满

起来，说出来的话才有深度。

关注青年个人问题，
但不能把自己包装成人生导师
作为80后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

年学者，十九大代表万资姿在前几年经

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思政类的书被学

生拿来占座位。“为什么呀？不怕丢

啊！丢了也没关系。”但万资姿发现，这

几年这样的情况少了，大家越来越重视

思政课。谈起背后的原因，是国家对课

程的重视，已经传导到学生之中，变成

了一种自觉的行动。

在万资姿看来，国家在各个方面的

重大发展与变革，让青年对祖国充满信

心，从而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认同。

“高校思政教育的大目标是什么？

就是增加大学生对国家和党的认同。”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姬

文刚发现，如今90后大学生对国家的

认同感变高了，这归因于中国的发展和

反腐工作取得了巨大社会效应，思政课

教师在解释社会现实的时候，也更有底

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的困惑

少了，他们对身边的事情更加焦虑，比

如考研、就业、出国和婚恋等问题。

“思政课教师上课的时候，还是要

反转课堂，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加入更

多的讨论。”姬文刚指出，要从单向度向

互动转变。

胡剑峰曾经是江西南昌的一名老

团干，他直言，与大学生说理，一定要避

免把自己包装成“人生导师”，不能居高

临下。给他们讲思政课，讲到一些国情

的时候，不妨带着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比如去敬老院就能

感受到时代的变化。“理论要受欢迎，一

定要有实践载体。”胡剑峰强调。

廉思曾经对我国青年的特点有一个

判断——喜欢“小而美”的生活。他对中

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思政教育

一定要与具体场景结合起来，比如要进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一定

全部在课堂上强调概念，道理年轻人都

懂，完全可以利用父亲节、母亲节让年轻

人行动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教师也要破除对理论的刻板印象
“我现在的想法和录节目之前相

比，变了。”《社会主义“有点潮”》节目嘉

宾蓝茵茵坦言，作为职业教师，以前她

也觉得，理论和生活好像没什么关系，

上课、写文章只是谋生手段，甚至自己

都觉得理论是高冷的、严肃的。但现

在，她看到，节目现场居然有这么多同

学对理论感兴趣。

蓝茵茵总结，对理论的刻板印象不

光存在于学生，也可能存在于教师。过

去，她的一些课堂语言比较学术或偏书

面化，但其实，“理论是活的，就在我们

每个行业、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只是我

们没有把它和生活、兴趣相联系，有点

儿端着，自己把自己讲高冷了”。

在她所任教的长沙理工大学，不少

学生是学隧道、桥梁的，他们的职业路

径可能就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或者

服务南海造礁建设。其实，在中国，任

何事情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不管是经济、政治、生态还是文化，

都和这个大背景相关联。

侯衍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

讲得真正让大学生欢迎，需要在五个

方面下功夫：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理性

分析和人文关怀有机统一；突出学生

主体性，注重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

体作用有机统一；突出问题导向，注重

理论讲解和实际运用有机统一；突出

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注重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有机统一；突出时代性，采

用新媒体新技术教学，注重各种有效

教学方法有机统一。

作者：章 正 卢义杰
《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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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时候，过难的题目不是锻炼了小学生的思维

品质，提高了解题能力，恰恰相反，可能打击了他们学

习的信心。

一道看似简单的小学数学题引发了朋友圈热议，

家长们开动脑筋都来一试身手，却算出了四种截然不

同的答案。不是答案不唯一，而是前三种都是错的。

问题就出在家长们大多没留意题干中的多处“陷

阱”。有网友吐槽：“给小学生出题弄这么多心机和套

路有必要吗？现在孩子可真累！”

报道中没有说明这一题目出现在常规性质的课

程考试，还是比赛性质的选拔考试。因而对是否应该

有这么多“套路”不好一概而论。

通过阅读题目来看，如果是常规性课程考试，确

实没有必要设置如此多“陷阱”，不仔细看非常容易出

错，需要经过训练或者做题前有专门应对难题的充分

心理准备，才可能不被套路给坑住。

很多人对考试有误解，以为只要是“考试”就是要

把人故意难倒，难不倒人的考试不能算是考试。其实

不然，常规性的课程考试不是为了难倒谁，而是为了

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这些学习情况一般都是教学大

纲上要求的，是学生应该能够掌握的，即使都及格甚

至都优秀，也不用诧异。

但选拔性考试不同，其目的是要通过考试来检验

出哪些人更适合某些目标。就像媒体采访时，沈阳市

一位资深的数学教师表示，在数创大赛等比赛中就有

这样类型的题目。数创大赛是指全国中小学数学创

新应用大赛，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比赛性考试，大赛为

具有数学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同学提供展示、竞

技、合作交流平台。

因此，在评判题目难易程度，或者套路多少，甚至

“坑”有多少的时候，要看题目应用的性质。常规性考

试，以及学生日常作业中，都没有必要有那么多难度

太高的题目。好多时候，尤其对小学生而言，过难的

题目不是锻炼了思维品质，提高了解题能力，恰恰相

反，可能打击了他们学习的信心。

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学生生涯时，“喜欢哪一科”

与“哪一科成绩最好”往往正相关。常规课程考试或

日常作业，在很大程度上，其功能应该是服务于提高

学生兴趣的，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意义上讲，题目难度高低一定要跟考试目

的相关，常规性课程考试没有必要高难度，更不必“太

奇葩”。即使有高难度奇葩题目，也就偶尔为之，占分

很少，很多学生可能会做错，但是，通过教师讲解，让

学生觉得学习有意思，这样才有兴趣继续学习。

作者：任孟山
《新京报》201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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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理论“口味”新变化
如何向大学生讲好社会主义故事

小学生常规考试，不需要太多“套路”

薛红伟 绘
《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3日

拧紧学生隐私保护这根弦

加强队伍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

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十九大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

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党的领导至关重要。我们

要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党建

年”活动，加强学校党务干部的培训培养，着力发挥

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对衢州来说，要把加强

学校党组织建设与“最美教师”品牌建设结合起来，

倡导全市教育人树立“忠诚办教，大爱育人”的核心

价值理念，引导教师人人争做“最美教育人”。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业务提升绝不可放松。我们要以全

面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为契机，健全教师队伍

的进出机制。要鼓励各地试行校长任期制、组阁制、

职级制改革探索。同时要进一步打好以“中小学教

师和教研员专业文化知识考试、教师硬笔写字等级

评定”为主要内容的队伍建设组合拳，全面提升教师

专业水平。

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

目的”，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等方面不断取得新

进展”。要取得新进展，教育必须有新要求、新举

措。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面提升教育综合水

平，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作出应有的教育贡献。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