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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又到了一年一度各高校开展大学生运动会的时节。近日，在北

京大学校运会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学院展示的机器人就“出圈”了。除了北大，很多

高校的大学生都在绞尽脑汁利用专业特色来“花式整活”，引来一众网友的围观及

点赞。

▲

学位立法是
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方法论”

●学位法的颁布，是中国教育法律制度的一件大

事，意味着中国教育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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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名校包袱是为了
更好地“正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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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盲目冲刺名校，不如选择匹配个人能力

的目标院校。考研成功并不决定人生走向，如何把

握读研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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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是“吸铁石”更是“磨刀石”

高校运动会“花式整活”何以引发共鸣

□胡欣红

近日，“西藏农牧学院爆满”成

为考研圈中的热门话题。西藏农牧

学院研究生院的公告显示，该校资

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资源利用

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28人，

一志愿复试人数36人，而去年该专

业的招生计划是18人，一志愿复试

人数11人。

西藏农牧学院爆满并非意外，

近年来“逆向考研”成为越来越多学

生的选择。媒体梳理发现，与前些

年大学生通过考研让自己的毕业院

校“提升一个档次”的现象不同，不

少学生的选择不再是非“双一流”

“985”“211”不读，而开始接受综合

评价不如自己本科高校的调剂预录

取，甚至有考生说“a、b分区已经不

够了，建议另开c区”。

“逆向考研”的说法看起来很形

象，实则经不起推敲。对于考研，

有这样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本科

看院校，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

师。一流大学不代表所有学科和

专业都是一流的，普通院校中也不

乏“单项冠军”、宝藏专业。既然如

此，基于个人专业成绩、兴趣爱好

和就业前景等因素综合考量，这本

是正常合理的选择，何来“逆向”之

说？诚如一些学者所言，“逆向考

研”就是一个基于学历鄙视链人为

创造的概念。

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能“向上”

的发展理念将导致学生的自我实现

受到束缚，“在一棵树上吊死”会让

一些能力稍欠的人失去深造的机

会。与其盲目冲刺名校，不如选择

匹配个人能力的目标院校。学习是

终身的。正如激烈的高考竞争一

样，考上名校只是意味着起点比别

人高一点而已，真正决定命运的是

考入大学之后如何奋斗。同理，考

研成功并不决定人生走向，如何把

握读研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逆向

考研”，但同样也不宜对其过于拔

高。“逆向考研”背后的严重“内卷”，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

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438万，录取

人数最多120万，有超过300万报

名者落榜。“上岸”不易，从本科阶段

进入到硕士阶段深造，是否“逆向”

并非关键，而是要看能不能获得“正

向成长”。

高校平等竞争，破除唯学历、唯

名校论，也是教育改革的指向之一。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之中，已经不再区分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

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双一流”重点

在“建设”，以学科建设为基础，而不

是人为划定身份、层次，派发“帽子”，

更不是在中国高校中划分“三六九

等”。部分学生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报

考非“双一流”高校研究生，表明现在

的大学生在选择研究生教育时不再

单一追求名牌大学，向社会传递了积

极的意义和新的导向。这种趋势有

助于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教

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放下名校包袱是为了更好地

“正向成长”，体现了学生对未来学

习深造的多样化选择。当然，仍有

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在“为学历而考

研”。对于这部分学生，务必要加强

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摆脱功利主义

的裹挟，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

□李晓鹏

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这是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学位法，它所替换和迭代的，是1980

年颁布、已经实行了44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条例”到

“法”，不仅增加许多反映新时代学位

制度特点的条款，还从立法体系上更

上一层。这是中国教育法律制度的

一件大事，意味着中国教育的法律体

系越来越完善。

学位制度是现代教育体系不可

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或高等学校

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通过授予一

定称号来表明专门人才知识能力等

级的制度。学位是评价学术水平的

一种尺度。学位的授予建立在严格

的科学训练和考核的基础上。学位

不仅是国家给予获得者的一种荣誉

和鼓励，而且是获得者学习成绩和学

术水平的客观标志。我国古代的科

举制度就包含了类似的元素。到了

近现代历经多次波折，直到上世纪

80年代学位条例的出现，才最终将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学士、硕士、博

士”三级学位制稳定下来。

具备稳定的学位制度，意义重

大。首先，学位制度是与现代高等教

育体制相配套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从12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

学首设学位以来，各个国家都十分郑

重地通过立法来规范学位授予活

动。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授予，一般

都需要获得国家意义上的授权。其

次，学位是一种学术水平的认证体

系，具有通用性。三级学位制度意味

着从入门到精深的不同学术阶段，不

同等级的学位代表了不同的学术知

识和能力。学位不仅可以跨学科，还

可以与国际对接。最后，学位制度并

非以出身论英雄，而是以学术水平作

为考量的唯一依据，具有一定的公平

性。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只要肯学

习肯钻研，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就

可以获得一定的学位。

从教学质量角度考量，学位制度

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学位本身，而是

其代表的一整套教学管理制度。一

所大学或是研究机构的学位授予权，

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满足

一定的规范，经过认证才能获得。

正如学位法所规定的那样，上至国

家层面，下至学校乃至最基层的教

学单位，都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学位

评定制度、成立相应的学位评定委

员会，以及健全处理争议和纠纷的

机制。同时，学位制度规定了学位

授予的条件、程序和标准，也就是说

学位点的建设必须满足对应的师资

力量、学术水平、培养方案、教学质

量检测等一系列的强制性要求。这

说明，规范稳定的学位制度，是对高

等教育不同层级的教学水平和教育

质量的保证。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那些轻而

易举获得学位的事件，社会均保持

了高度关注。究其原因，有的属于

办学机构未能严格执行学位制度，

放松了学位授予的要求；有的是相

关当事人明知故犯，以学位作为交

换条件，获取某些好处；有的甚至

是帮助当事人进行学术造假，骗取

学位资格。这些行为，严重挑战了

学位的权威性，破坏了学位授予的

公平性。为确保高等教育学位授予

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学位法第三十四

条和三十七条，分别针对学位授予点

的质量评估和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

者的学术违规行为，进行了详细规

定，分别给予撤销学位授予权和学位

的严肃处分。因此，学位制度不仅是

一种制度，而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

“方法论”。学位法的颁布，将从法律

制度层面为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保

驾护航。

□贾宪章

当下，名师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

为助力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一道别样风景

线。名师工作室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吸铁石

效应”，擦亮一扇扇魅力窗口，才能让“一个人”

成为能量源头，吸引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抱团

取暖，相互支持。

名师工作室因名师而生，自然会在同学科

教师群体中拥有一定数量的拥趸。但要切实

成为工作室发挥“吸铁石效应”的能量源头，名

师还必须主动擦亮自身的魅力窗口——既要

关心尊重其他成员，真诚坦率地与他们交往，

用宽容、忍耐的态度对待他们业务水平上的不

足、研讨实践中的失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用“一个人”的行动赢得“一群人”的认可和支

持；又要深耕课堂，注重自身业务素养提升，用

良好的师德、精湛的业务去指导每一名伙伴，

让“一群人”折服于“一个人”的丰富理论和渊

博学识；还要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善于适当授权和赏识激励，调动“一群人”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要拥有学而不厌的习

惯，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引导他们在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否

则，名师主持的工作室毫无感召力，其他成员

何来发展意愿、成长动力、参与热情？

此外，名师工作室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

“磨刀石意识”，把根扎牢在教学一线。既要

通过“下沉实践”磨砺每一个成员的综合素

养，又要以各种“研训实践”锤炼教学一线的

鲜明特色。

要契合“下沉实践”。名师身为主持人，必

须以提升工作室成员专业素养为切入点，全面

了解全组成员的发展需求、个性差异，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因人施策，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学

科核心素养、教学实施水平、教学管理技艺、教

学评价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长短板，让每一个成

员的个性化成长目标在教学一线实践中得到

针对性发展。

要紧扣“下沉问题”。工作室研修活动的

时间、主题、方式必然会影响最终实际效果。

每一个工作室成员都会在教学一线的育人实

践中碰到困惑，因此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能清

晰体验到研修主题的真实性，让研修活动更

具针对性。

要融入“下沉目标”。既要查材料听汇报，

了解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考核阶段性活跃

度、辐射强度、特色生成情况，还要听取工作室

每个成员、成员所在学校的评价声音，有力鼓

励、鞭策、督促每一名工作室成员，推动工作室

良性发展。

只有坚守自己的角色担当，名师工作室才

可消除“工作室不见工作”等负面影响，在区域

内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催生出个性鲜明的名师

队伍、凝练出契合当地的教育理念、锻造出风

格独特的教学品牌，蝶变成为教学改革的“试

金石”和区域教育均衡的“催化剂”。

禁止大学生集体出游，
欠妥！

“五一”假期，很多大学生本想利用这段时光奔
赴“诗和远方”，部分高校却发文禁止学生在假期组
织集体出游。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高校出于安全
考虑，提醒大学生注意假期出行安全，本身并无问
题，但发文严禁就难免有失偏颇，学校应在管理上把
握好分寸。

（王 铎 绘）

惟其包容，才有其大

□李 平

谁说操场上不能“花式整活”？那些别具一格、

“笑”果非凡的开幕式表演，不仅青春气息拉满，也

让这些大学生活成了围观的“过来人”羡慕的模样。

年轻百态，皆是自在。如今的大学生作为数

字原生代，经历和见识都不少，他们刚刚自嘲是

“硬核头铁青年”“资深脆皮大学生”，换个场景，分

分钟又化身“特种兵大学生”，高喊“青春就在脚

下，硬座直达拉萨”；前一分钟还在调侃自己性格

内向，眨眼间满血复活，争当运动会、毕业典礼上

的“显眼包”。

此前有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群体并不缺乏对

健康状态的向往。他们对形成健康生活观已经有

了自主意识，但是面对学业及生活的压力，他们又

常常难以将其融入具体行动。高校要正视这届年

轻人的特点，惟其包容，才有其大；惟其常新，才有

活力。

大学从创立起就体现其独有的包容特质。正

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好的大学教育不是树立范

例，而是要包容鼓励寻找例外。“大学就是给你一个

环境，让你在人生比较特殊的四五年当中去探索自

己，探索这个世界，允许你犯错误，允许你做疯狂的

探索，让你对事情产生理解，当然也学到了基本的

知识和技术。”可以说，没有在大学里浸泡上几年，

年轻人就很难真正具有完整的人格、形成自己独有

的思想体系。

大学是学生人生中富有激情、有着无限可能

的阶段，也是需要试错历练、在不断调整中找到人

生方向的阶段。在这4 年里，做一回“显眼包”、被

人围观又如何，多一些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又何

妨，那何尝不是他们最为难得的青春印记和最为

暖心的回忆？

容许校运会上的那些花式迭出、创意飞扬，体

现了一些学校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而这既是大

学之要义，也是立德树人的题中之义。

□耿银平

高校运动会上这些“花式整活”的背

后，是掩饰不住的青春激情与活力：青年

人的思路总是宽广的，思维总是跳跃的。

那些澎湃的想象力和激情、创意，为运动

会增添诸多新颖元素，也在以运动之名展

现青春风采，让“创造快乐，享受生活”的

理念得到无声落实。

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难发现，越是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越是能取得意想不

到的效果。我们相信，当更多高校充分悦

纳各种所谓的“花式整活”，不但不会抑制

学生的学习力和创造力，反而是一种促进

和推动。

再说了，大学校园本来就是青春的主

场。谁说运动会展示，就只能是中规中矩

的班级方阵或是其他有模有样的队形及

成果展示呢？即便是在规规矩矩的班级

方阵之外，仍然可以多一些与众不同、多

一些标新立异。年轻人的世界，本就不存

在唯一化、机械化的单一模板。

大学生的生活距离健康并没有那么

远。高校只要花点心思，给他们多一点

展示的舞台，撬动、激发他们的热情，他

们必定会走出“宅”和“丧”。强健的体

魄、阳光的心态、满满的创意，就是青春

最好的样子。

展现青春该有的样子

□郑建钢

即使只是一场普通的高校运动会，要

想与众不同，仪式感也必不可少。各校大

学生纷纷利用自己的专业特色“花式整

活”，让运动会变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令

人难以忘怀。比如，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超

高难度的跳伞表演，“火”出高校圈；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的无人机表演、空乘礼仪

表演、飞机模型表演，尽显学校特色；西南

政法大学刑侦利剑特训队，或是快步前

进，举手抬枪，或是在烟雾中翻滚、起身、托

枪，一气呵成，迷倒无数人……张弛有度

的运动会绽放出满满的青春活力，不仅增

添了喜庆和欢乐色彩，也在师生的脑海里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场模式，改变

了以往开幕式上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

其实，时代在变，学生群体在变，运动会固

有的模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以更为丰富

多彩、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呈现。这不仅彰

显了个性，让学生接受一场精神洗礼，更

达到了寓教于乐、锻炼身体、磨炼意志、锤

炼作风的目的。

高校运动会作为参与者众多的竞技

体育活动，特别需要加油鼓劲，以展示大

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把自己最好的

状态呈现给观众，共同享受体育所带来的

欢乐，让大众体育回归纯粹和本真。“花式

整活”也好，“显眼包”也罢，之所以引发共

鸣，不仅在于多元融合的运动体验，更主

要的是让大学生感受到了体育运动的乐

趣，更好地享受比赛，并展现出当代大学

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重在感受运动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