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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周琳)蒲慕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
“即使你一辈子无法功成名就，科学也是值得做的事”——— 他是
科学家，更是“科学人”；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说，“科学精神
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唯一、独立、质疑”——— 他是写诗的天文学家；

薛其坤，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青
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正在进入硅器时代”——— 他是畅想未来的物
理学家；

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小时候听陈景润破解 1+1
的故事，虽然不太明白，但科学已在心中萌芽”——— 他被称为“中
国量子之父”……

他们可能是目前中国“智商最强天团”。
当不少人在刷“潜艇”、鲜花，感谢“老铁送的直升机”时，这

群院士们默默地建立了自己的“直播间”——— 定期举办的科普论
坛“墨子沙龙”。

1 月 20 日，中国科技大学上海校友年会兼墨子沙龙论坛
上，第一场圆桌论坛开始了，潘建伟依然是主持人。这场探讨“未
来·世界”的主题论坛，在多个直播平台上的总观看人数 3小时
内达到了 30万人次。

第一个提问来自于一个中学生，他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龚能：“如果人类的进化进程缓慢于其他灵长类动
物，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来自于一位 70多岁的退休大学教师，
她参加了几乎每一场“墨子沙龙”论坛：“人工智能会不会比人类

更聪明，老龄化社会人工智能可以做哪些事？”
在“墨子沙龙”上，这样谈笑鸿儒的情景并不少见。
——— 只要有中学生的学力，就可以通过这一科普论坛，了解

当下全球最尖端科学资讯。这是“墨子沙龙”的初衷，也是一直坚
持的原则。

2015年初，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国内热播，在潘建伟的
团队中掀起了一股天文热。潘建伟邀请粒子天体物理学方面的
“大咖”张双南来做了一场“星际穿越”的科普报告，吸引了不少
非专业人士。

“随着年龄的增加，科学素质就会减弱，特别是在偏远地区，
离开学校以后，学过的知识很多就过时了、忘记了。”这是张双南
长期从事科学传播观察到的现象。

“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科普报告继续做下去？”潘建伟想。多
位科学家一拍即合，大家定下了“墨子沙龙”的名字。墨子是中国
的科圣，对中国科学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就这样，这群“智商担当”的科学家们，开启了自己的“直播
间”。在这个定期举办的沙龙里，不需要刷礼物，也无须购买门
票，只有理性的探讨、严谨的数据和简洁的 PPT。有中学生的学
力，就可以前来观看。

而要成为主播，条件却苛刻得多，必须是工作获得国际肯定
的优秀科学家。例如，莱纳·魏斯(Rainer Weiss)、巴里·巴里什
(Barry C.Barish)与基普·索恩(Kip S.Thorne)等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未来科学大奖获得者施一公、薛其坤和许晨阳，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赵忠贤等。
到现在，已经有两万余人次观众参加了线下活动。2017年，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量子总控中心通过沙龙开放，对参与人员
的年龄和学历没有任何要求，周边的近 800名民众纷纷前来，探
索量子实验室的神秘。

“墨子沙龙的嘉宾，代表着中国科学的年轻、中坚力量，代表
着先进的生产力。”作为“墨子沙龙”的创始人，潘建伟说，希望通
过科学家们求真务实、追求卓越、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科学精
神，通过对实事求是、客观真理、解放思想、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践
行，用生动活泼的报告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培育良好的科学文
化，用科学新风引导现代文明风尚。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8 . 47%。稳步增长的同时，离
2020年底 10%的“小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墨子沙龙”论坛执行团队表示，沙龙围绕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展现科技之美、科技的力量，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活动，让公众了解科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
大推动作用。同时，通过了解最新科学进展，防止陷入网上谣言
的陷阱，可认清一些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骗局，并有理有据地进行
戳穿，阻止谣言的二次传播和民众财产的损失。

给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
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 2019年，让这群科学家们
的“直播间”成为新的“流量担当”吧。

沪上科普论坛“墨子沙龙”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培育良好的科学文化

院士科普“直播间”，中学生学力就听得懂

新华社济南 1 月 22 日电
（记者吴书光、萧海川）减肥训
练营、生死教育课、恋爱学理论
与实践……近年来，国内高等
院校开设的新颖特色选修课程
呈现出百花齐放、包容多元的
特质。特色课程的背后是时代
脉搏的律动，学有所悟、学有所
用依然是特色课程保持长青的
秘诀。

“燃烧卡路里”还

能拿学分！高校新课获

赞

“篮球、瑜伽、跆拳道……
甩掉脂肪，拥抱健康！”天津大
学日前开设的“燃烧我的卡路
里”21 天训练营课程广受关
注。20 名学员平均体重接近
180 斤，结课考核达标的同学
能获得两个学分，并有望得到
自行车、游泳卡等奖励。

记者注意到，这不是天津
大学第一次因开设特色课程而
成为热搜话题。2016年春季学
期，天津大学就推出了选修课
“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被戏称
为“恋爱课”。

实际上，如今高校在校
生独生子女居多，人际交往
尤其是两性交往出现纠纷的
不在少数，一些高校主动开
设婚恋教育及两性交往课，
如中国矿业大学的“恋爱心理
学”，西南交通大学的“爱上双
人舞——— 两性交往与相处的
艺术”，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婚恋，妥善处理
两性交往。

随着“95 后”“00 后”相继进入高校校园，大学
生群体的兴趣愈发广泛、爱好更加多元，一些高校
因势利导设置课程，比如浙江有高校开设宠物驯
养、蔬菜营养与食疗等课程，厦门大学开了爬树课，
上海大学有游泳课，山东有高校开设“死亡文化与
生死教育”“毒品与成瘾”等课程，更加贴近年轻学
生。

三类课程受追捧，“金课”要靠“抢”

坚持紧跟国家战略与发展趋势、坚持倡导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坚持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成为当前高校
开设特色课程的主要方向。部分精品课程常开不衰，甚
至在学生群体中流传着相关“抢课”攻略、“抢课软件”
等小工具。

——— 坚持紧跟国家战略与发展趋势。2013年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关于“一带一路”的课程便如
雨后春笋般在国内高校落地。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先后设有相关课程。

山东师范大学在 2017年秋季学期开设了“‘一带
一路’与亚欧大陆桥”课。主讲教师方芳表示，通过这门
课程，希望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一扇了解中国开放发展
脉络的窗户。

——— 坚定健康向上生活导向。围绕社会公共安
全话题、面向大学生的生活科普成为部分高校开设
特色课程的初心。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师王
秀松就开设了“毒品与成瘾”通选课，全校 250 多名
学生选修。

“明星涉毒的新闻层出不穷。大学生对这方面知
之不多，我就利用专业所长做一些科普工作。”王秀松
说，课堂教学主要展示相关法律常识、影视作品、新闻
报道，并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解读毒品成瘾机制与危
害。

随着私家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山东交
通学院赵长利等讲授的“汽车保险与理赔”课不仅火爆
校园，在慕课等在线平台也颇受关注。赵长利告诉记
者：“这门课程受欢迎是因为实用性强，经常有保险界
人士授课，贴近现实需求。”

——— 坚守人文素养培育。2019 年是山东大学
基础医学院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的第
14 个年头。“120 人的选课计划，每年都是满额。这
两年想选这门课的同学也是越来越多。”任课教师
王云岭表示，这门课“名为谈死、实为论生”，希望教
育学生养成恰当的生死观，将生命的终结视作生命
必然的组成部分，从而激发更好的奋斗与生活态
度。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赵晓涵所在寝室，6名室友中
有 4人选修了这门课。赵晓涵说，以往日常生活刻意回
避的“生死话题”，在老师讲授、课堂讨论中逐渐脱敏，
也坚定了学医的求学选择。

少一些功利，让特色课程长青

国内高校竞相开设特色课程，既是高等教育自身
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一门特色课程
的废立，也是校园内外、师生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部
分高校教师与学生认为，学有所悟、学有所用是特色课
程立身的根本，少一些功利心更有利于高校课程体系
的丰富多元。

“既然有学生选了你的课，就要尽心教好。这事关
教师的师德师风与职业素养。”王云岭认为，教书育人
是本职工作，在教学上高校教师不妨少一些功利心。只
要专心致志，看似寻常的课程同样能实现师生互动、教
学相长。

高校开设新课程，不能“为特色而特色”。部分
在校大学生表示，“老师是否严厉、教学内容是否有
趣、学分好不好拿”往往成为一些学生选课的标准。
带有“影像”“赏析”等字眼的课程，更容易获得学生
青睐。

“比如公共通识课，上完一学期的课，要对学生的
眼界、学识有所补充。”方芳认为，高校教务部门需对课
程价值、教学效果有所评定，教师个人也应把握课程专
业性与普及性的关系，促进课程在一届届学生中形成
正向评价。

此外，课程设置要与时俱进。山东交通学院党委宣
传部部长娄进举说，我们课程设置的一大原则就是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让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适应社会需
要，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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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在芝打教学
点，陈万荣老师带着两名学生准
备回到教室上课（无人机拍摄）。

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良
口乡大滩村芝打屯是大山深处的
一个瑶族村庄，地处偏远山区，村
里的孩子只能在只有一间教室的
芝打教学点完成小学课程。2018
年 9 月，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只有 18 户人家的芝打屯，有
8 户搬离了村庄。原有 7 名学生
的芝打教学点，也因此只剩下两
名学生，分别是 8 岁二年级的伍
艳金和 11 岁五年级的伍胜利。

41 岁的陈万荣是芝打教学点
唯一的教师。简陋的教室里，他轮
流给左右两边不同年级的两名学
生讲解知识点。他既是两个学生的
全科老师，还是学校的厨师，每天
中午下课后还要给两个孩子做免
费午餐。他说，“我本来就是大山里
长大的孩子，教书育人是我的梦
想，回到大山圆梦也是一种幸运，
就算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坚守到
最后。”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我们仨”
蒂姆和贝洋骑着租来的摩托车，穿梭在

井冈山新城区的大街小巷，耳边的风呼啸而
过，感觉像是回到五年前在这里的快乐时光。

这两位来自德国的“95 后”熟悉这里的
每一条街道，甚至可以一眼认出街角的商铺
有过重新装修，准确说出五年前的样子———
初来乍到时，他们就是借助这些商铺来记忆
这座城市。

和井冈山结缘，是因为德国的一个青年
志愿者支教项目。2014 年，高中毕业的蒂姆
和贝洋远跨重洋，来到井冈山开始了为期一
年的支教生活，这段经历也让他俩爱上了中
国，并且把井冈山当成在中国的“老家”。

如今他们已经是深圳大学的大三学生，
学校放了寒假，蒂姆提议说：“中国人过春节
都要回老家，我们为什么不回井冈山这个‘老
家’看看呢？”于是两人踏上了“返乡”之路。

他们说，只要可以回到井冈山看看，并不
介意 10 个多小时的舟车劳顿。

火车刚刚驶入车站，他们便按捺不住激
动的心情四处张望，一如他们第一次踏上这
片土地时的好奇和兴奋。贝洋记得刚到中国
的时候，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

为了帮助贝洋融入井冈山的生活，当地
老师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嘱咐厨房每天多准
备些土豆，周末一起爬山野炊，逢年过节邀请
他到家里做客，告诉他有关中国的传统习俗
和当地文化……贝洋逐渐感受到井冈山人的
淳朴和善良，也开始走出房间了解更多关于
这座城市的故事。他经常听身边的朋友介绍，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战争年代这片
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感人的故事。因此，闲
暇时他经常喊上蒂姆一起参观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毛泽东旧居、八角楼等景点。

“在井冈山发生的革命故事改变了中国的
历史，作为一名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为什么能
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巨大的发展，我觉得
在井冈山可以找到答案。”贝洋发出这样的感
慨，是因为在他离开的短短几年内，井冈山的变
化让他感到惊讶，马路变得平整开阔，越来越多

的建筑拔地而起。他清晰记得，当年他经常路过的一片荒地，如今
已经成了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城。“建设的速度太快了。”他说。

这次回来，他们还回到当年支教的学校，拜访曾经的同
事，有时走在马路上，也会遇见过去的老朋友，就连摩托车店
的老板都还记得这两个“老主顾”。大家相互之间一阵寒暄，聊
聊最近生活的变化，回忆过去发生的趣事，就像在外漂泊的游
子，回乡后挨家挨户探亲戚。

蒂姆告诉记者，在井冈山的记忆是美好的，他们现在还时
常聊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并且总是伴随着笑声。“我们以后还
会经常回来看看，回到井冈山，就像在中国吃到家乡面包一样
亲切，那是家的味道。”

(记者范帆)新华社南昌 1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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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 1 月 23 日电(记者郑生竹)野外滑冰溺水、走
亲访友撞伤、燃放烟花烧伤……寒假来临，广大中小学生走出校
门，释放爱玩的天性，但这些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山东菏泽、山西长治、河南濮阳等地日前发生的中小学生滑
冰溺亡事件，给寒假安全敲响了警钟。曾参与多起冰面溺水救援
的徐州市蓝天救援队队长屈庆海介绍，一般仅凭肉眼很难判断
冰层结构，例如，一些冰面处于阴凉处消融较慢，而一些冰面则
处于流动状态不会结冰，一些中小学生往往不了解冰层结构，在
冰面玩耍而发生意外。

“有的中小学生没考虑到自身施救能力盲目救人，有的则是
惊慌失措，没有及时寻求救援。”屈庆海说，没有经过冬泳训练的
人士，掉到冰窟窿里不到两分钟就会撑不住。即使是三五成群在
野外滑冰，遇到意外情况时，有时也会因施救不当或难以确保自
身安全而再次发生意外。他建议，家长尽量不要让中小学生外出
滑冰，可改为室内滑冰。

寒假期间，一些中小学生因出行频次增多或看护不到位，也
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综合处副处长朱

海介绍，在农村地区，一到放假一些中小学生留守在家无人看
护，一些自身危险防范意识不强的中小学生，会因出入公路被撞
伤。此外，寒假期间正值春运，车流人流较大，一些随父母返乡的
中小学生出行安全风险相应增多。

朱海提示，对于留守在家的中小学生，外出的家长要及时
委托他人监护。家长携中小学生返乡时，不要乘用“黑车”，应去
正规客运站乘坐客车，并系好安全带。此外，一些中小学生在
假期会偷开家中汽车和电动车，家长们应放好钥匙，以防孩子
们私自使用。

中小学生独自燃放烟花爆竹也易发生安全事故。南京市消
防支队宣传员梅亮建议，家长应在正规售卖点购买合格的烟花
爆竹，中小学生需在成人的监护下燃放烟花爆竹。

国网江苏电科院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陈杰介绍，冬季用
电具有设备功率大、温度高等特点。他建议，中小学生独自在
家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应尽可能避免同时使用多个电器，
不要共用同一插线板，各类电热器具不要靠近木质桌椅、床单
等易燃物。

寒假到来，这些安全常识不能“放假”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记者廖君、王莹、郑天虹、仇逸)每
天上午补习 3小时的数学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4门课一天
连着上，寒假只能玩几天……又是一年寒假季，却俨然成了“第
三学期”。

火爆的寒假补课是弯道超车、培优提分的法宝，还是拔苗助
长、令孩子生厌的负担？寒假生活该如何“点亮”？记者在多地进
行了走访。

盼到寒假，补课成“标配”

平时每天 6点半起床的上海一所中学初二女生小马，原本
盼望着假期能够睡到自然醒，没有想到从寒假第一天开始，她依
旧要 6点半起床赶去上 8点半的补习班。“其实我的要求不高，
只希望假期能有这么几天，能够睡到自然醒，看看小说，跟同学
一起疯玩，不用再刷几何、力学、文言文这些题。”小马说。

和小马一样，即将迎来“小升初”的上海市民陆女士的儿子，
寒假第一天就进入每日补课生活，直到腊月二十七告一段落，春
节休息几天后还要继续上课。

面对记者发出的寒假里面哪天孩子可以不用上补习班的询
问，陆女士说：“好像也就除夕和年初一到初五那几天了，和班级
同学相比，我还给他留了几天玩呢。”
记者询问几位中小学生家长发现，早在寒假开始前两个月，

很多家庭都已经为孩子报好了补习课程，一般春节前上课到腊
月二十九，节后初七开始上课，一直到开学，堪称与校内课程和
春节民俗的“无缝衔接”。难怪一些中小学生抱怨，寒假成了名副
其实的“第三学期”。

武汉一家培优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一年级的学生也

加入补习班的大军中。有些孩子一天上 3门课，有的初中生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一天 4门课连着上。午饭家长直接点外卖送
到教室来，既不耽误时间又放心。

补与不补，家长孩子都“纠结”

“孩子回家说，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报了寒假培优班，自
己要是不报班，开学后就会被同学落下。”沈阳家长彭女士说，不
少家长抱着不愿孩子落后的心态报了寒假培优班。

真心不想让孩子补课，可是又不敢不补，成为不少家长的最
大纠结。“我同事的孩子也是读初二，人家从初一年级就开始补
习物理。”武汉市民游女士的女儿读初二，她担心孩子在 1年后
的中考难以取得好成绩，提前两个多月就给女儿报了某知名机
构的寒假补习班。尽管精心准备，但游女士心里也没有底：“我也
不知道这些补习班能不能帮孩子提高成绩。”

孩子上四年级的广州的刘女士，是大家眼里的“佛系”妈
妈，尽管儿子班上其他同学都在早出晚归地培优、补习，她都
不为所动，每个假期都是让孩子做完学校布置的作业就算了，
但这个学期，“孩子期末数学考了倒数，看来我也必须加入补
习大军了。”

补课，很多孩子也不买账。“我讨厌上培训班。因为我的同学
都在上培训班，也不能和我玩，我不喜欢上完培训班还要写作
业，也不喜欢培训班每隔几天的考试检测。”三年级的沈阳小学
生洋洋抱怨说。

上补习班，让家长钱包也不轻松。“培训老师劝孩子寒假上
加强班，说是孩子基础好，应该进一步提升。加强班 1小时收费
每人 300元，一个假期 20次课就是 6000元，比平时贵不少。”沈

阳家长张女士说，补不补，家长都得费心“掂量”。

多彩的寒假，如何点亮

年年呼吁让孩子过一个正常的假期，但补课仍然年年火爆，
孩子假期依旧不轻松。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说，很
多培训机构热衷于传递给家长各种压力，而高强度、填鸭式的培
训方式，并不符合教育规律，效果很差，甚至会招致孩子对学习
的厌烦，补课应该因人而异。

“寒假不能变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武汉一所中学负责人表
示，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利用寒假重点补习弱项未尝不可，
但是盲目培优并不可取。家长和孩子不妨一起制定寒假学习计
划，既保证适当的学习时间，又鼓励孩子参加一些以培养兴趣为
目的的活动，如户外活动、旅游和亲子阅读等。

多位中小学教师认为，孩子只要在正常的上课时间跟上学
习进度，成绩就不会出现问题。即使孩子一时成绩不好，也应根
据情况“对症下药”。在孩子完成假期作业的同时，家长应增进与
孩子的沟通，让孩子在游玩过程中释放压力，拓宽视野。

为了让学生合理安排时间，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江西、
山东、江苏、重庆等地的教育部门下达寒假补课“禁令”，严禁中
小学校和在职教师违规补课，严肃查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
的学科类培训机构，以务实的举措、实际的行动为学生“减负”。

沈阳市辽中区教育局要求，小学 1-3 年级不布置书面作
业，4-6年级经班主任与家长协商后，可布置协商性书面作业；
初中 7-9年级可根据校情、学情，布置选择性书面作业。鼓励学
生参加体育活动、综合实践活动、志愿服务和劳动活动，以小视
频或照片等形式记录下来，便于教师评价学生作业完成情况。

补与不补，寒假补课戳中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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