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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高校智能机器人
创意大赛决赛在余姚举行

日前，首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决赛

在余姚举行，来自全国82所高校的165支队伍在创

意类、竞技类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争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教司原司

长张大良表示，青年学子是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我

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创新是大学生的重要

特质和基本素养，创新源于好奇心、对未知的探究和

科研兴趣，创新品格由兴趣到志趣再到志向而持续

彰显。创新需要知识积累，创新必须勇于实践，在实

践中把创新的冲动转化为创新的能力，分享创新的

乐趣和创新的成果。

本次大赛分为创意类和竞技类两大类别，创意

类以“智能机器人——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主要

内容是设计开发服务日常生活的智能机器人；竞技

类以“魔方机器人——挑战极限”为主题，主要内容

是设计制作魔方机器人，综合运用机械、电子、信息

和自然科学知识，实现比人“计算”更快、“翻动”更加

灵活迅速的目标。

作者：孙 竞
人民网2018年5月9日

杭师大的“双创”教育之路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师范院校天然缺乏创业的

“基因”，但在杭州，一所走出了以校友马云为代表的

地方师范学校，却把“双创”做得风生水起。这所大

学就是杭州师范大学。

2016年，杭州师范大学获评首批“年度全国创新

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是50所高校中唯一一所师范院

校；它还是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

近年来，在全国“挑战杯”“互联网+”“创青春”、

大学生服务外包等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该校学生也

屡屡获奖。最近3年，立项的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有

856项，其中254项被列入浙江省“新苗计划”、135

项成为首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

校建立的大学生创业园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221

家，在孵化中的65家大学生创业企业，2017年销售

额突破1.5亿元。

杭师大党委书记陈春雷说，与地方发展形成的

联动互进的良性循环，让杭师大不仅走出了一条地

方师范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新路，还培养了

一大批面向现代服务业的应用型人才。

作者：董碧水 陈 鑫
《中国青年报》2018年5月9日第3版

职教周里
衢州市民体验“生死时速”

“显示器显示绿色，表示按压力度刚刚好。如果

是红色，表示按压力度过大，力量要稍微减轻一点，

否则有可能引起肋骨骨折。”近日，衢州职业技术学

院急救实训室，气氛有些紧张，市民李智娟即将进行

一次急救体验。

今年，衢职院职教活动周开放急救教学体验，很

多市民报名，急救室里站得满满当当。

站在一旁的急救教师吴秀仙介绍完操作要领

后，李智娟先拨打120，随即迅速展开抢救。只见她

双膝跪地，上身前倾，有节奏地按压着，紧接着，李智

娟实施人工呼吸。因为动作不规范，吴秀仙几次叫

停加以纠正。3分钟过去了，“病人”的生命体征开始

复苏。

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有专门的急救教学，但不适

合面向社会大众。这些年，吴秀仙花了不少心思，逐

渐琢磨出一套“非专业人士心肺复苏术简化数字学

习法”，将难懂难记的医学专业术语转化为一连串的

数字。“抓住宝贵的黄金救命时间，就能挽救一条生

命，挽救一个家庭。”吴秀仙说。

作者：蒋亦丰 朱 峻 欧阳洪萍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9日第1版

鄞州区主动担当担责
全力推进教育扶贫

近日，从吉林延边州传来消息，刚赴当地支教的

蔡卫兵、陈琪、林明3位宁波市鄞州区名优教师已到

校报到。近年来，鄞州区主动担当，先后向吉林延边

州、江西德兴市、湖南溆浦县、新疆库车县等地伸出

援手，大力开展学校援建结对、校长教师挂职交流和

教师委托培训，促进当地教育工作提升。

据了解，鄞州区对支教教师予以优待，在职称评

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倾斜。在教育帮扶开展过

程中，鄞州区提出要像热爱鄞州一样热爱对口地

区。去年12月，德兴市集体到鄞州学习参观，鄞州

积极予以安排特级教师、市名师授课指导，带领他们

赴优质学校开展参观交流，学习鄞州的生动课堂、课

程改革等，并接收2名机关干部挂职。据统计，3年

来，鄞州区各校（园）与欠发达地区学校结成姐妹学

校达到85批次，在鄞州挂职的干部和教师超过40

人，累计派遣支教教师24名，派出名师名校（园）长

外出指导180多人次，接收教师培训800多人次，用

于援助帮扶的资金达到500多万元。

作者：史望颖 薛丛川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8日第6版

持续多年的“民办中小学报名热”

今年大幅“降温”。昨天，上海市教委公

布了全市2018年幼升小、小升初报名

数据，传递出上述积极信号。

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市民办小

学报名人数为1.99万人，预计报名录取

比为1.4∶1，报名人数比去年下降一半；

今年民办初中报名人数2.97万人，预计

报名录取比为1.4∶1，对比去年也有小

幅下降。

这组报名数字背后也彰显了更深

一层的积极意义∶家长择校观更趋“理

性”——与其在公办和民办之间博弈，

不如静下心来思考怎样的学校才是适

合自己孩子的。

“民办中小学热”逐年降温
家住静安区的准小一新生家长吴

女士发现，这两年来，身边不少家长对

于民办小学不再那么热衷。尤其是今

年公办和民办同时招生的“公民同招”

政策落地后，吴女士更加坚定了选择家

门口的公办小学的决心。

据悉，随着本市义务招生工作的逐

步规范，“民办热”正在逐渐缓解。

2015年，本市启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系统”。当年，全市民办小学报

名录取比为4∶1，民办初中报名录取比

为3∶1，相比往年均有明显下降。

2016年，沪上民办初中报名录取

比为1.7∶1，2017年下降为1.5∶1，2018

年为1.4∶1。

今年，本市相继出台幼升小公办民

办同步招生、中考改革方案明确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

向不挑选生源学校倾斜的政策后，民办

幼升小、小升初报名也体现出了不同程

度“降温”。

从报名的数据统计来看，2018年

上海市幼升小信息登记18.04万人，其

中报名民办小学1.99万人，预计报名录

取比为1.4∶1，而2017年幼升小信息登

记16.77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小学3.74

万人，报名录取比为3∶1。

2018年上海市“小升初”信息确认

14.81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初中2.97万

人，预计报名录取比为1.4∶1，而2017

年“小升初”信息确认13.02万人，其中

报名民办初中2.98万人，报名录取比为

1.5∶1。

“组合拳”积累效应渐显
近年来，上海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打出“组合拳”——“入口”进一

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出口”

明确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综

合评价录取向不挑选生源学校倾斜；

“外部”整顿和规范民办教育培训市场；

“内部”加强百所初中建设。

不难发现，过去一年多，上海教育

生态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下发

生新的积极变化。“老百姓选择学校更

加理性，焦虑情绪明显有所下降，教育

生态有所改善。”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

所长汤林春在看到数据后这样解读道。

今年民办小学报名人数下降一

半，是在“入口”实施公办民办小学同

步招生的积极反馈。“出口”环节，新出

台的中考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

取向不挑选生源学校倾斜，引导家长

作出理性选择。这一新政的“缓释效

应”将在未来几年的初中报名过程中

逐渐显现出来。

“外部”治理方面，市教委出台规范

民办培训机构管理的“一标准两办法”，

同时，严格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办赛等行

为；“内部”建设方面，正在研制加强初

中建设的支持性政策，重点提升百所公

办初中的办学质量。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今年8月底

前，百所初中的名单即将出炉。市教委

将组织专家指导团，指导这些初中加强

内涵建设。

家长应该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学校
“上海的义务教育正在向更加优质

均衡的方向发展，家长入学选择更为理

性，能够按照教育规律来培养孩子。”上

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

研究员说。近年来，除了市教委的政策

导向之外，上海还加大了家庭教育的指

导力度，科学指导家长从孩子的兴趣、

习惯和个性特长等角度入手，关注孩子

的核心素养培育。

家住普陀区的五年级学生家长陈

先生在几番思考之后，仍然为女儿选择

报考了沪上一所知名的民办初中。他

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综合素质较好，

尤其是在数学学科上表现突出。“进入

这所民办初中后，势必会遇到更多一起

竞争的优秀学子，但学校特色定位和发

展理念与女儿的个性特长相吻合，抛开

中考名额分配压力，我们也要为女儿选

择适合的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校长林敏看到，新政之下，越来越多家

长选择理性，不再盲从。站在民办学校

管理者角度而言，他认为这也是可喜的

消息，意味着随波逐流报考民办学校的

家长越来越少。“家长的择校观并不应

是将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对立起来，而

是从自己的孩子个性出发，选择适合孩

子的学校。”林敏也建议，打破学校与社

区之间的藩篱，多向家长设立开放窗

口，让家长走进校园亲身了解学校的办

学特色，为自己的孩子寻找到最适合的

家门口好学校。

作者：张 鹏
《文汇报》2018年5月9日

家务劳动也是
必修课

“家里有的是大人，哪用得着孩子

做家务？”“你好好学习就行，家务不用

你操心。”这样的话是不是很熟悉？去

年开始，四川达州某中学初中部却开始

探索“家务作业”，从铺床叠被开始，到

洗衣服、下厨房，如今实行大半年，收效

良好。

劳动教育是人生的第一教育。马

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说：“未来教育对

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

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

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

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劳动教育，

在以前不是问题，生活艰难，家里再小

的孩子也会分担。可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越来越多的孩子被两代6个大人围

着转，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

了，劳动教育自然就被软化、淡化了。

家务劳动是最基础的劳动，能培养

孩子的自理能力。孩子总有一天要离

开父母，自理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父

母之爱子，最终是要让孩子长大成人，

能坚强面对未来的风雨、解决遇见的问

题，而不是成为长不大的“巨婴”。所

以，家长要适时放手而不是事事包办，

鼓励孩子多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做家务，能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被子堆着不叠，垃圾遍地不扫，油瓶子

倒了不扶，看似心疼孩子，让孩子少受

累，实则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不

少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被诟病“没眼

力见儿”、无责任心，很大程度上和从

小养成的习惯有关。自家的事都能视

而不见、置若罔闻，如何能对单位、对

社会“上心”？

做家务，还能让孩子懂得生活不

易。一个孩子，喜欢吃饭时往地上扔饭

菜，如何劝都不听。最后，妈妈说，扔可

以，但谁扔的谁收拾。孩子悻悻收拾了

一次，从此之后，再也不扔了。为何？

是因为孩子体会到了打扫卫生的辛苦，

否则也就不知珍惜劳动成果。

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

造。青少年劳动的习惯、能力，影响的

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某种意义

上说，也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以劳

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

以劳创新，劳动教育让人受益无穷。现

在放手让孩子做些家务，不是让孩子

“受累”，而是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和人生

幸福奠基。

作者：张 烁
《人民日报》2018年5月10日

近日，马云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的学生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分享了

一些人生心得。当被问到“阿里招人

有什么学历背景要求吗？”马云不假

思索地回答道：“没有！完全没有！

如果我们对学历背景有什么要求的

话，马云就被阿里巴巴拒之门外了。”

他表示更看重进取精神和学习能力，

而这并不取决于你毕业于哪所学校。

在就业学历歧视现象存在的当

下，马云所阐述的用人观无疑更值得

尊敬。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对

求职者有不少歧视性要求，明确要求

必须是哪一层级的高校。非“211”、

非“985”高校的毕业生甚至连简历关

都过不了，还有所谓“四非大学”的说

法，即非“985”、非“211”、非一流大

学、非一流学科。一些用人单位，甚

至以招徕了多少名校生，作为炫耀的

资本。

当然，马云所强调的也不是不看

学历，而是不唯学历，更看重人才的

进取精神和学习能力。这种用人观

无疑是务实的。

不管是名校学生选择去中小企

业还是去行业巨头，或者行业巨头应

多招名校学生还是多招一般高校的

学生，所基于的原则都应该是价值对

等：企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能够为人才提供怎样的机会和舞台，

能否做到人尽其才；人才又能为企业

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诸如企业的属

性、人才的学历标签，其实都是次要

的。优秀的人才，在一家成长型的中

小企业中，或许能比在行业巨头里更

有空间、更有作为。

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价值

关系的扭曲。企业在用人方面的学

历歧视是导致这种价值关系扭曲的

一个原因。当然，对此也有不少争

议，比如就有观点认为，以学历取人

是企业提高招聘效率的要求。

而社会观念也对双方选择产生

了强大的影响。《人物》杂志近期对奥

数天才付云皓的报道就是一个鲜明

的例证。文章将曾经顶着神童光环

保送北大，却因为在大学期间没有顺

利毕业，而成为一名二本师范院校助

教的故事定义为“坠落”，充满了对付

云皓的惋惜之感。

名校毕业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才不算“坠落”？如果曾经的学霸，没

有继续科研之路，而是去教书了，而

且还是去了一所二本学校培养中学

数学教师就是坠落，那么名校毕业生

去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是否也算

得上是坠落呢？这种认为名校生就

应该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成就的社

会观念，将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名校生

的选择？

一个人可以进入名校，必然有过

人之处，名校的求学经历对一个人的

成长相当重要。但是，这些都不意味

着它就能够或者应该与世俗意义上

的成功画等号。否则，期待名校生一

定要成功、一定能成功，不仅是名校

生的枷锁、非名校生的深渊，更是广

大望子成龙的家长和中小学生难以

承受之重。

哪里能够更好地发展潜能、实现

价值，哪里就将是人才的聚集地，企

业规模大小、发展阶段等都不是关

键。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是企业的

基本用人观。马云所言，不过是常

识，只不过就现实而言，常识倒像是

清流，而常识的落地更为不容易。

作者：杨三喜
《中国青年报》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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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海民办小学报名人数比去年下降一半

“组合拳”打消民办中小学报名热

名校毕业生从事什么工作才不算“坠落”

王 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8日

不要着了“二级代理”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