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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晓南为地基“把脉问诊”

广佛高速，我国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是连接

广州到佛山的一条重要陆运通道。

上个世纪末，当车流量变大、原有四车道要拓

宽时，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新旧地基怎样融合处理？

这个“卡脖子”难题最终被浙江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教授龚晓南及其团队创建的复合地基技术所

攻克，即通过在地基中设置桩体等增强体来提高地

基承载力，控制工后沉降。

如今，复合地基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高

速公路铁路、市政道路、港航、机场等工程建设领

域。近3年来，仅提供应用证明的工程就新增利润

和节约工程造价约35.38亿元。

在今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龚晓南领

衔的“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强调工程实践的同时，龚晓南也非常重视教

育教学。他用30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成果

改写了教科书，使复合地基成为与浅基础、桩基础

并列的土木工程三种主要地基基础形式之一，成为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与教学的重要内容。

作者：丁雅诵
《人民日报》2019年2月17日第5版

江山百封书信传递教育暖意

“我亲爱的小伙伴们，初一的第一个学期悄然

地拉上了帷幕，紧张、充实、幸福成为了我们彼此难

忘的回忆……”这是江山市第二中学叶雪娟老师在

《致亲爱的小伙伴们》中写给七（4）班同学们的一

封信。

今年过年，江山市的学生们除了收到家长准备

的新衣服、零食和红包等新年礼物外，还通过江山教

育微信公众号，收到了老师准备的特殊新年礼物——

一封书信，里面凝聚着老师们爱的叮嘱和衷心的

祝福。

江山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姜大福表

示：“透过文字，我读到校长和老师的样子，有的严

肃，有的温柔，但他们传递出的声音都是积极向上

的。教育，应该有温度。这也是我们在新春佳节里

推出这样一项充满仪式感的活动的原因。”

春节期间，“真情告白”系列从近千封教师来信

中筛选出优秀信件近百封，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全市

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及学生家长推送。据后台统计，

信件被转发及阅读达十几万次，获得近千个点赞。

作者：周冰岚 赵林波
《中国教育报》2019年02月19日第3版

洞头小学生沙滩上践行环保

302个岛屿，351公里海岸线，作家余光中曾题

诗“洞天福地，从此开头”……春节期间，记者与温

州市洞头区城关小学学生在一起踏上了东岙村的

沙滩。

东岙村是洞头著名的渔港，有几片不错的沙

滩，已经被列入国家的“蓝色海湾”修复计划。以前

村里造房子就去沙滩挖沙，平时生活垃圾也往上

倒，时间一久沙滩变成了垃圾场。

城关小学校长朱扬华是当地人，跟学生说起沙

滩的故事后，学生很感兴趣。于是，“小手劳动，修

复沙滩”行动一拍即合。一把垃圾夹，一个塑料袋，

30多个孩子走上沙滩。他们分成两人一组，一人捡

垃圾，一人负责收纳。

半天的劳作结束了，学生们捡拾了20多袋垃

圾，光烟蒂就700多个。“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习时代

主题，提升个人素养。新的一年，我们的劳动会更

加丰富多彩。”朱扬华说。目前，这所百年老校专门

开设了劳动课程，组建了劳动社团。

作者：蒋亦丰
《中国教育报》2019年2月14日第1版

安徽
将建一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

培养的“高精尖缺”技术技能人才比例要超过

50%，省级重点建设（示范、特色等）专业达到6个……

安徽省教育厅日前制定并下发了《安徽省技能型高

水平大学建设标准（试行）》及《安徽省特色高水平

高职专业建设标准（试行）》，在专业设置和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上明确要求。

据悉，此次主要从办学定位、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科技研发应用与社会服务、校园

文化、开放办学、条件保障等7个方面，对省技能型

高水平大学建设以及特色高水平高职设置标准。

其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主要监测内容和

指标是“高精尖缺”技术技能人才比例超过50%；在

校生取得技能证书人数不少于30%。品牌专业

（群）建设上，学校要有特色产业学院；省级重点建

设（示范、特色等）专业达到6个；国家级重点建设专

业达到3个以上等。

作者：张晓嵘
中安在线2019年2月11日

自2月15日起，2019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陆续放榜，一

时间，考研成绩的话题持续占据着网络

热搜榜。

在逐年攀升的报考数据中，“考研

热”是近年来舆论场上的老话题。或为

躲避就业竞争，或为寻求学历镀金，亦

或因为名校情结，大学生选择考研的理

由各种各样，有的人走上考研路，甚至

仅仅因为毕业焦虑中的“随大流”。

当学历成了执念，还有多少人为学

术深造而决定考研？

非985不读！求学路上的名校情结
2月15日，熊晓珊拿到了自己的考

研成绩。对比去年的分数线，她有望拿

到山东大学传播学专业的复试资格。

2019年研究生考试，已是熊晓珊

第二次走进研究生考场。和她一同

参考的，还有来自全国的290万名考

生。这一规模较上年激增 52万，增

幅达21.8%，成为近10余年增幅最大

的一年。

290万考生，考研的理由也不尽相

同。在熊晓珊看来，借考研冲进名校，

才能在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熊晓珊的竞争压力有着现实支撑，

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统计，全国高校毕

业生数量近20年来一直增长。2019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34万

人，较上一年增加14万人。

一面是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扩大，一

面是僧多粥少的就业机会，熊晓珊认

为，获取985高校硕士文凭才能从就业

大军里脱颖而出。

连续两年，她都把目标定在山东大

学。在她眼里，这所专业排名靠前的

985高校，能让她在学历上打一个漂亮

的翻身仗。

然而，考研升入985大学并非易

事。整个大四毕业季，熊晓珊放弃了所

有单位的实习和招聘机会，一心放在备

考上。可第一年考试她还是名落孙山。

“再考一次。”熊晓珊很快做出决

定。即便今年已是“二战”考研，熊晓珊

却不打算做出任何妥协，她表示，无论

是专业还是大学，自己绝不接受调剂：

“不是985大学，我明年再考第三次。”

“门槛焦虑”下，高学历成考研执念
在持续升温的“考研热”里，往届生

屡战考研早已不是新鲜事。

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

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年研

究生招考试中，2018年往届生占比已

达到45%，接近半数。

23岁的李佳恒，就是“往届生”考

研群体中的一员。2019年的研究生考

试，是他第二次参加。在他看来，一份

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文凭能换来更好

的就业机会。

随着社会整体就业门槛提高，追求

高学历的就业敲门砖，成了多数大学生

的考研动力。中国教育在线的数据

显示，考生在报考研究生时，首要动

机为就业压力大，提高就业竞争力，占

比36%。

李佳恒萌发考研想法，同样来自就

业的“门槛焦虑”。本科学习新闻专业

的李佳恒，大四进入一家互联网企业实

习，同事告诉他，入职必须是硕士学历。

“没有学历，意味着被很多单位

拒绝。”在投出其他几份简历后，李佳

恒意识到学历已成了进入好单位的

硬门槛。

去年年初考研失利后，6月份，本

科毕业的李佳恒留在北京租房准备专

心“二战”。新一轮备考也让他压力倍

增：同龄人或已走上工作岗位，或已升

入心仪大学，唯独自己还没有着落。

就业迷茫，升学成毕业“唯一选项”？
冲刺在考研路上，有人为了踏入名

校，有人为了一个更好的就业平台。但

对于现年25岁何立峰来说，考研却变

成了一种无奈：“没想好以后干什么，只

好接着读书。”

算起来，2019年研究生考试已是

何立峰第三次走进考场。用他的话说，

前两次考试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找到考

研动力。

2017年，何立峰从重庆某大学农

学专业毕业。大四找工作时他陷入迷

茫：“和专业匹配的工作寥寥无几，也不

知自己的兴趣所在。”一时间，何立峰不

知未来路在何方。

考研是何立峰多数同学的选择，不

知所措的他也决定加入考研大军。自

2016年起，何立峰走上了3年考研路。

但这条路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放在何立峰眼前的，是逐年递增的报考

人数：2016年报考研究生人数177万，

到2017年升至201万。一年时间，人

数激增24万。

但何立峰却并没有花时间准备。

在他的人生设想里，升学并非出于学历

追求或名校梦想，只不过是自己就业迷

茫之际，放在面前的救命稻草：“考上了

研究生，可以推迟几年毕业。”

在就业压力面前，考研成了何立峰

逃避现实的“唯一选项”。错过了应届

生就业机会，对何立峰而言，无论就业

还是考研，都是两难的选择。

前不久，何立峰拿到了第三次考研

成绩，结果依然不理想。是坚持再战一

年，还是就此走上工作岗位？这个两难

的问题，又再度摆在他的面前。

考研热，怎么降温？
如今，“考研热”已持续多年。统计

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中国考研报

名人数除在2014、2015年稍有下降，

其余年份都呈增加态势，2017、2018

年增幅更在10%以上。

考研是否应该成为多数学生的选

择？海天考研院校大学生职业规划师

吴睿对记者表示：“考生切勿将考研

当成执念或理想，选择考研与否，应从

自身条件和社会的外部环境出发来

考虑。”

针对越来越多往届生坚持考研，在

吴睿看来也有着现实的理由支撑：“工

作单位学历要求提高，就业压力之下，

学生不得不考取高学历。”

“即便如此，考研也不可盲目跟

风。”吴睿指出，对往届考研生来说，评

判自己是否继续考研，应从自身学习能

力和科研能力出发：“如果学习吃力，就

应该适当调整目标院校，甚至进行新的

职业规划。”

除自身科研能力，外部社会环境也

应成为考研与否的参考标准。

“相比学历而言，用人单位更看重

职业技能，考生应从所学专业出发，结

合当下就业环境和专业实用性，充分考

虑读研的必要性。”吴睿说。

作者：杨雨奇
中国新闻网2019年2月21日

当学历成执念：“考研热”还会降温吗？

防中小学生近视需提前干预

禹天成 绘
《中国教育报》2019年2月21日

山东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今年停止招

生。该专业自2006年9月开始招生，中间经历了

山东艺考最热的阶段,每年艺考报名，播音与主

持专业都算得上学校的爆款专业。该校招生就

业处处长、招办主任赵湘轶告诉记者，播音与主

持专业招生虽然火爆，生源质量很高，但从人才

培养的角度，如果以学校的实力不足以给予与他

们的优秀程度相匹配的培养质量，就不应该耽误

他们。（2月18日《齐鲁晚报》）

当前，正是艺考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山东师

范大学主动砍掉包括播音主持在内的5 个艺术

类专业，这一做法不知要令多少高校汗颜。如今

大学越来越多，专业设置也种类繁多，但培养出

的人才可以说很难尽如人意，走出校园的毕业

生，眼高手低者有之、理论与实践脱节者有之。

这固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学生在校期间荒废学业，

但也有不少是高校在专业设置时过于追求热度，

导致自身实力无法匹配该专业的教学，从而“耽

误”了学生。

不得不说，现在一些高校专业设置确实存在

一窝蜂追热点的现象，哪个专业热门，就争先恐

后予以开设，也不管师资力量是否到位，学校软

硬件水平是否达标，总之先把招牌立起来。至于

是否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学生能否得到高质量

的培养，那就都是后话了。

时代潮流瞬息万变，热门专业也可谓是“岁

岁年年人不同”，热门专业如此之多，试问高校又

如何追得过来呢？反观一些知名高校，在业内享

有盛誉并非因为热门专业一个不落，而恰恰是持

续将老牌专业打造成金字招牌。

高校在专业设置时，不能只考虑一时的热

度，而应该从学校各方面实力考量，尤其是要从

对学生负责的角度予以评估。

专业开设要谨慎而为，而在停招时也需要有

壮士断腕的勇气，无法提供高质量培养或不符合

学生发展的专业要该停就停。此前也有高校专

业停招的先例，但多是因为生源不足，被迫无奈，

类似于山东师范大学主动停招爆款专业的，确实

较为罕见。可见这份“对学生负责”的主动担当，

的确值得点赞。这也给教育主管部门提了个醒，

建立更加规范的高校专业停招与退出机制，是确

保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

作者：夏熊飞
《北京青年报》2019年2月19日

给少儿节目浸润点文化底色

每当寒暑假期来临，大量的少儿节目开始在荧屏上

活跃，力图充实孩子们的假期。近年来，文化类节目的大

热渲染了良好的荧屏氛围，文物、汉字、诗词等优秀传统

文化搭载综艺节目的外壳在镜头中大放异彩。而如何将

少儿节目与文化类节目联结，如何在少年儿童的休闲娱

乐时光中潜移默化地为他们树立文化自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则是电视行业践行“将最好的留给孩子”这

一信念的必经之路。

当电视镜头遇见广大少年儿童时，电视节目不仅为

他们开启了获取文化知识、了解华夏文明的新途径，他们

的智力能力与知识储备也往往令观众惊叹甚至自愧不

如。文化节目开始与少儿节目联手，让更多孩子看到中

华文化的绚烂。例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让青少年在

这个“提笔忘字”的年代重新认识古老汉字的美妙，一笔

一画勾写着未来。春节之后如期而至的《中国诗词大会》

第四季单独设置了12岁以下的少儿团，为孩子们背诗诵

词预留一方展示空间。

文化类节目大多由专家坐镇，对节目内容进行权威

性解读；而少儿节目大多轻松活泼，给予孩子们想象力天

马行空的驰骋空间，当专业性与童趣碰撞，能够保证知识

传播的深度与娱乐性，为文化节目面向低龄观众群体开

启了新模式，让少儿节目浸润更多文化底蕴。

当前，少儿节目领域面临着节目内容形式与少年儿

童的兴趣需求脱节的问题，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节目的

寓教于乐，需要在方式上进行创新。目前，部分节目已经

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春节期间央视少儿频道推出

的《赢在博物馆》第二季，每期节目虽然是小选手之间的

对垒，但是节目将更多镜头用于记录小选手们奔赴自己

家乡和对手家乡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的场景，比赛在公

布答案之前都留给孩子们充足的时间，由他们介绍文物

的知识，最终答题得分和比赛结果的比重不断被淡化消

解，更多地展示孩子们对文物和家乡的热爱。不论输赢，

选手们最终都会收到对方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增强了他

们的参与感和节目的趣味性，也为文创产业提供了展示

空间。

传统文化带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即便是对于成人而

言，其中的知识和要义也是艰深难懂，更遑论生搬硬套令

孩子们感到索然无味。少儿节目也不应该是“神童”以及

“别人家孩子”的秀场，而是在游戏中学习的天地，让更多

的传统文化、国学知识、文物宝藏展示浸入少儿节目，决

不能掩盖了节目本身五彩斑斓的童趣初心。

“少年强则国强”，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文

化自信和主旋律的弘扬应该及早地进入少年儿童的视

野。少儿节目本身秉承着以影像的生动活泼教育儿童的

社会责任，应该不断探索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而在文化类

节目风靡，呼唤学习与思考的当下，文化类节目应该将受

众扩大到祖国的下一代当中，让少儿节目浸润更浓厚的

文化底色，让少年儿童更好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

作者：汤 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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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停招热门专业为学校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