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利民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97

E-mail：jyxxb2@163.com2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教育广角

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聚焦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这一周

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教育部将出台新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连续3

年不给本科生上课，将被清理出教师系列。9月23

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非

洲学院和亚洲学院成立仪式时透露，为了让中国的

高等教育追上世界最强的国家，必须让大学的“金

专、金课、金师”随处可见，让“水专、水课、水师”无处

安身。

“清理令”即将到来，本科教育更有“未来”。高

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本科教育

的重要性、必要性、强迫性无需赘述。然而，知易行

难，如果没有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来促进与鞭策，就难

以让本科教育真正强起来。不上课的教授就该“下

课”，“清理令”的目的在于，让大学教授和副教授回

到课堂上，履行自己“教”与“授”的职责，更好地发挥

教书育人的功能。只有教授和副教授等师资力量倾

注甚至专注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才能行稳致远。

教授上课是教育的守正。大学之大，不在大楼，

而在大师；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

大。大学精神的精髓在于以优秀的师资力量培养出

优秀的学生，以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塑造出有用的

人才。一个脱离课堂的教授、一个远离学生的大师，

其实是“不尽职责的”。当然，教育教学有越来越多

的形式，有人会说，教授和大师完全可以用其他形式

教学，然而，“形式千万条，课堂第一条”，课堂教学是

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抓本科的课堂教学可谓高等

教育的守正。

教授上课是量变，成就“金课”是质变。教授和副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并且进入常态化，这是提升本科

教学质量的基础，是一种“量变”。需要提醒的是，仅

仅走上课堂讲课还是不够的，不排除有的教授“糊任

务”，或者迫于“清理令”而带着情绪上课等，必须防患

于未然，让上课、上好课、成金课一气呵成。只有带着

立德树人的责任上课，带着打造金课的使命上课，才

能确保上课质量，才能让本科教学产生质变。

只有“以本为本”，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才能实至

名归。“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从

思想共识到教育共识和机制共识，可谓迈出“以本为

本”的关键性一步。让高校的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

学、研究教学，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平台，潜心教书育

人，此为固本之策、培元之方。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

和本，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起步，起好步才能带好

头，有高水平的本科教育，才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作者：王旭东
《齐鲁晚报》2019年9月25日

郑树：
做研究就高兴的“80后”

“郑人高义，树木树人”，这是金庸先生给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肿瘤研究

所教授郑树的题字。题字中，藏着这位2019年

“浙江大学好医生特别奖”得主的名字，更写出了

她的高尚医德与不凡成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是全国大肠癌发

病率较高的地区。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找到已

在乳腺癌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郑树，她与大肠癌

40年未间断过的“死磕”由此开始。后来，郑树

团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贯筛检

方案”，这套方案为我国大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

思路和研究方案。

如今，郑树被视作医学领域的一棵“常青

树”，她仍在带领学生做课题。说到专业领域，

她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还不忘表达对项目评审

中年龄限制的不服气：“我今年88岁，还是个

‘80后’，还想多做一些科学研究。”现在，这位

“80后”的日常简单却有趣。一早起来就按时

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或是坐门

诊，或是组织多学科综合诊治讨论，或是在实验

室研究工作……

作者：雷思涵
《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23日第7版

浙江工商职技院
进村上思政课

日前，在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区域党群服务

中心便民服务大厅内，一场以村美食街项目可行

性论证为主题的“模拟党委会”开展得有声有色。

参会的是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8名学

生，以及学校思政课教师卢董董和滕头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傅德明，这是该校以真实案例进行思政

课现场教学的一个环节。早在2005年，该院就

开始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滕头村合

作对学生进行现场教学。思政课教师蔡亚芬说，

滕头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

面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为学校理论教学提供

了鲜活的案例。

同时，思政课教学团队还达成共识，以现场

教学为突破口，要在由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三个结合”，即思政课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宁波的成功实践相结合，

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宁波商帮精神、

学校“工商精神”传承相结合。

作者：史望颖 姚敏明
《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22日第1版

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成立

9月22日，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在复旦大学

正式成立。

此联盟由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所高校共同

发起，面向区域内外智库开放，旨在着力发挥长

三角高校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国际合作优势，

计划通过联合研究、互鉴特色、人才培养等机制，

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引领性智库集群。

仪式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带来特

别演讲。他对当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发展基

础进行分析，与国内京津冀、粤港澳以及国际知

名经济发展带进行对比，并对区域内经济社会的

未来发展表示期待。

作者：臧 鸣
澎湃新闻2019年9月22日

江苏出台意见
加强校外培训管理

江苏省教育厅日前印发意见，要求加强校外

培训机构长效管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形成校内外协同

育人的良好局面。

意见提出，校外培训机构聘用从事学科类教

学人员要有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聘用从事非

学科类教学人员要有相应的专业资质；聘用外籍

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相关文件规定，严格从教资

质、经历。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教学或

管理工作，不得聘用有违法犯罪记录或不良行为

人员。

意见提出，学科类培训内容要向所在地教育

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不得进行超纲、超前教

学，不得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校

外培训机构要加强对线下线上教学内容、教学活

动的监管，教师不得发布有违背党的教育方针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不得向青少年传教

和组织有传教内容的活动；不得借“国学”之名，

宣传封建迷信等糟粕；不得以联合办学等方式，

违规实施学历教育。

作者：王 拓
中国江苏网2019年9月25日

红色教育不能有“打卡”心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临近，红色教育随之

升温。大量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感受红色精

神，触碰澎湃初心。就拿刚刚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香山革命纪念地来说，八处革命旧址仅中秋三天

小长假就接待了五万多人，十大本留言簿被写得

满满当当。

红色教育基地红火起来，当然是好事。通过文

献档案、影像视频，重温激情岁月，缅怀先辈事迹，

对于每位参观者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红色资源不断被挖

掘开发，红色教育基地日渐增多，摩肩接踵的人潮

中，持有“打卡”心态的确有不少，在大门前拍张合

影，便“党旗一收、四散而去”的支部也不在少数。

上网一搜，随处可见的攻略指南，将“打卡”路线、最

佳拍照点，介绍得明明白白。只求身到、不求心到，

这样的红色教育多少有些变味。

红色教育沦为“到此一游”，背后原因是多方面

的。而最根本的，恐怕在于心态没有摆正。或是想

着“完成任务”，或是只图合影露脸，心思根本没放

在学习体悟上。也有一些单位，将组织红色主题活

动当成“例行公事”，觉得这是上面要求的“规定动

作”，关键在“留痕”，人头凑齐、亮出党旗，或是穿上

军装、唱了红歌就算“程序圆满”。而另一方面，现

实情况也确实“吓退”了不少真心学习者。每到节

假日或重大时间节点，各大红色教育基地总是人满

为患，所到之处往往没有细致的讲解、周到的服务，

只有拥挤不堪的人群和维护秩序的口令。再珍贵

的书卷、再动人的故事在这样的一片嘈杂中，怕也

难让人驻足细品。

红色教育基地不是旅游景点，想要有所收获

必须端正态度。走进纪念馆，是为了从历史中汲

取力量；参观旧物，是为了从先辈处获得启迪。品

味红色记忆，感悟峥嵘岁月，必须得“走心”。抗战

老兵在老照片前驻足良久，眼含泪光；母亲握着年

幼孩子的小手，一笔一画写下“祖国生日快乐”，这

样动人的场景背后是心有所感。静静聆听，细细

品味，将自己融入到那些过往的历史中，才能更加

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从何而来，才能知晓未来该

走向何处。

参观要“走心”，组织布展更得“用心”。在特殊

节点，提前增设服务，疏解人流、避免“扎堆”，让参

观者有更好的体验，再去谈获得感才有意义。而更

为重要的是将功夫用在“平时”。红色教育的方式

不止一种，相比于提供拍照场地、机械背诵讲稿这

些“套路”，利用先进技术，主动探索灵活生动的展

陈方式，打造真实可感的现场体验等，或许更能打

动人心。总之，不让红色教育流于形式，还需要多

动脑筋、多花心思。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

递。”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扎实走好

逐梦新征程。

作者：郑宇飞
《北京日报》2019年9月20日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

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7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

壮阔，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先导

性贡献。

更完备——形成体系完善、结构合
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素

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发

展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

宏伟蓝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新中国教育是在极其落后的基础

上起步的。1949年，我国80%人口是

文盲，高校在校生仅有11.7万人。经过

70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已形成了体系

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2018年，我国幼儿园数从1950

年的1799所增加到26.67万所，在园幼

儿数从14万人增长到4656万人；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从0.4%提高到81.7%，已

经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法，全面完

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任务，我国

加速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

育普及之路，实现了对世界的庄严承

诺。2018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学校

21.4万所，在校生1.5亿人，义务教育普

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

水平。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发展，

体系结构趋于合理，普及水平不断提

高。2018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

1949年的1.1%提高到88.8%，已超过

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977年正式恢复高等教育招

生考试，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1999年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

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入学机会大幅

提升。2018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招生

791万人，毛入学率已达48.1%，即将跨

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

——以就业为导向，中等职业教育

迅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崛起，职

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服务产业、现

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

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万所，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2.76

亿人，我国教育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

行列。

更公平——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
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从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赋予普通

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到对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再到全面

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教育公平

的模样逐渐清晰：

全国99.8%的义务教育学校（含教

学点）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求，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显著

改善，许多农村学校成为当地最美丽的

一道风景线。

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

积极参与，覆盖从学前至研究生各个教

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设立学生

资助项目30余个，困难学生平等接受

教育权利得到保障。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受益学生3700多万人，农村

学生营养健康水平得到提升。

基本形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

附设特教班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

骨干，以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发

展格局，残疾学生受教育机会不断扩

大。2018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152所，比1953年的64所增长了30

多倍。

更优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

节，开启了我国尊师重教新纪元。35

年来，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

化，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层次结构不断

优化，为创新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各级专任教师从1949年的93.4万

人增长到1673.83万人。在学历上，相

比1985年，小学、初中取得本科及以上

学历教师比例分别增加了61.59个百分

点、80.59个百分点。

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为教育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是我国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标志。

多年来，我国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中小学生学

业质量绿色指标体系和教育质量监测

机制得以建立。国家先后实施“211工

程”“985工程”“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

升计划”“‘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

重点建设项目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

体水平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个人中有

8个是文盲，到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

年限超过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

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基本普及小学教

育，到如今即将普及高等教育……教育

发展的巨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新中国

成立70年，中国教育已经站上新的历

史起点，向着教育强国阔步前行。

作者：胡 浩
《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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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人口是文盲”
到教育总水平跃居世界中上

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巡礼

绝不让问题校服进校园

王 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23日

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就该“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