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莱斯大学校长大卫·W·利布朗跟中国

缘分不浅。利布朗的夫人就来自中国，他自己

则是天津大学的兼职教授，还获得过南开大学

的名誉学位。他与中国大学的接触甚至可以追

溯到 30多年前。

近日，利布朗来华出席莱斯大学与北京大学

量子材料中心之间的科研交流活动，并在此期间

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对话美国莱斯大学校长：

什么样的大学土壤最易出诺奖得主

按下开关，一台小小的“火星探测车”就按照事

先设定好的程序，沿着蜿蜒的“探测轨道”，在“火星

大峡谷”上穿越爬升，抓取“矿石”，还要完成测算

“矿洞”周长面积、数出“沟壑”条数等“探测”任务。

“呀！”随着一声惊呼，一台小车偏离了既定

轨道，从坡顶栽了下去。“没关系，比赛中失败很

正常，等我们回去调试一下程序再来！”四年级小

学生付泽玮抱着他的作品告诉记者。

10 月 15 日，中关村创业大街的硬派创业空

间，来自北京市各中小学的 17 支参赛队伍在这

里聚集，一场“K12少年创客马拉松”正在进行激

烈角逐。

活动承办方之一少年创学院创始人张路告

诉记者，作为 2016 中关村创新创业季的一项重

要活动，今年的比赛以“火星探索”为主题，以国

家火星探测计划为原型，要求小创客们通过自主

设计“火星登陆”机器人，完成“火星勘测”和“火

星大峡谷”两大任务关卡。

“创办这些比赛的意义，在于让创客教育深

入青少年，把创新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中播散开

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乔布斯、埃隆·马斯

克会在他们中诞生。”长期致力于青少年创客教

育、STEAM 教育的圈内“领军人物”、北京市景山

学校信息技术教师吴俊杰对记者说。

随着创客教育在社会上的认同感不断加深，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客比赛，一些问

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名带孩

子来参赛的学生家长虞恩益向记者反映：“有些

比赛根本没有设置让孩子动手参与制作的过程，

只有展示环节，我们甚至不能确定那些作品是孩

子亲自动手做的，好像就是为了比赛而比赛，为

了给孩子颁奖而颁奖。”

不仅如此，现在还出现了一些为了推销课

程、售卖材料而举办的比赛，“只要听了他们的

课、用了他们的材料，就能拿高分得奖，商业味儿

太浓了。”带队来参赛的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科学

教育教师田迎春告诉记者，“正因为创客教育这

个领域变得很热，也就随之出现了一些泡沫，我

们相信，时间会去伪存真，最终留下的会是真正

为了推动创客教育，为孩子未来着想的人。”

针对目前这些形形色色的创客比赛，张路也

谈道：“我们设计比赛的核心理念就是‘去功利

化’和‘公益性’，既不是以帮助参赛学生升学加

分为目的，也不强制参赛选手购买材料和课程，

而是注重让学生在参赛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实践

能力——这次比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注重实

用性和开放性。”比赛裁判员、少年创学院机器人

实验室教师飞飞告诉记者，开放器材、不限形式，

但需要小创客们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在现场调试

程序、改进作品，解决比赛设定的任务。

“设计比赛时，我们之所以设置了火星探索

的场景，并且在设计题目的时候，有意加入了一

些与人工智能算法相关的题目设计，就是要让创

客比赛不仅仅局限于一场比赛，而是要与解决科

学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当

前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结合起来，让创客教育上

接‘天气’，下接‘地气’。”张路说，“毕竟，创客教

育的最终目的，是启发孩子通过‘动手做’的过

程，去锻炼逻辑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未来，不

管他们选择从事哪一领域、哪一方向的工作，这

种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张路的想法，也是国内一批致力于创客教育

研究与实践的圈内人士的共同看法。“创客教育

应当是一种教育工具，它的目的最终是通过增加

学生动手能力，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北京市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小学创客教育执

委会秘书长郑剑春说，“同样，创客教育绝不应是

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教学内容要与各学科相结

合，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地理……在各

学科研究中，也可以以此为工具进行创新活动。

因此，创客教育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学

科，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

创客教育 还能“+”点什么？
文·本报记者 陈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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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终教师考评会‘变脸’吗？”随着教育

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简称《意见》）的出台，高校教师考评什么

时候真正实现变脸？具体怎么变？成为高校教

师关注的焦点。

今年年终高校教师考评应该不会变。年终

教师考评，是对全年教师工作情况进行考评。今

年的年终教师考评方案、制度各高校年初已明

确，不能到了第四季度的时候，教育部的《意见》

一发布，说变就变，让教师措手不及，来不及准

备，这也不符合“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那么，明年高校教师考评会不会变？如果明

年高校教师考评要“变脸”，今年年底前改革制度

就应出台，而 2016 年余额已不足 3 个月，《意见》

落地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

高校教师考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校内绩效分配、职称（职务）评聘、岗位晋

级考核、科研考核与奖惩等制度。教育部的《意

见》只是定了个大方向，学校及教师如何分类分

层次考核，学校各项教师考评制度如何匹配、衔

接，需要做哪些修订，都要进行通盘考虑、慎重研

究，国家层面的本科教学评估、学科评估、高职人

才培养工作评估、省级层面教师职称评审、各级

教师人才工程选拔考评等政策也要进行相应地

修改与完善。只有充分发挥各项政策地联动和

叠加作用，才能确保高校教师考评改革的系统

性、协调性和延续性。

《意见》的发布，只是高校教师考评改革的良

好开端。由于教师考评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全体

高校教师的切身利益，学校具体考评制度修改，

首先要学习、研究、吃透教育部《意见》的精神，然

后还需要经过调研、文件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

善、教代会审议、党委会审批等环节。如果遇到

一些棘手的问题还需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多次

反复研讨，以便取得共识。

而教育部的《意见》刚刚发布，教师考评改革

并未列入各校的 2016 年度工作计划。高校应尽

快将此项工作列入学校的重要议事日程，思想上

要高度重视，工作上要落实责任，组织上要提供

保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给出改

革落地的具体“时间表”，倒排计划，做好学校年

度考核、聘期考核、晋升考核等各项考核制度的

衔接、组合与关联工作，全力尽快打通《意见》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充分释放改革红利。若稍不

留神，“变脸”可能要拖到 2017年了。

当然，高校教师考评改革，是一项综合改革，

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容

易改的先改，边改边完善。比如现行高校教师科

研评价，每年根据职称的不同都要规定完成一定

量的“科研分”。“科研分”一年一考核，一旦某年

完不成相对应的“科研分”，科研考核就定格为

“不合格”，就面临着降薪、降岗等惩罚。根据《意

见》精神，教师科研评价周期原则上不少于 3年，

可先延长考核评价周期为 3年，与聘期考核结合

起来，然后再逐步延长。

相关学会、协会等应组织召开高校教师考评

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研讨考评制度改革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在适当的时候组

织召开高校教师考评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推广

和交流各校成功经验、有效做法，加快推进考评

制度改革步伐。

同时，还要强化监督检查，防止走过场、做表

面文章，不作为、慢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

对高校教师考评改革的督导检查，实行定期通报

制度，对改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

工作不力高校和相关责任人给予约谈、通报批

评。确保《意见》落地不打折扣、不变形，“好政

策”能够取得“好效果”。

高校教师考评离“变脸”还有多远

10月 17日，顾客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猫咪主题咖啡馆
里喝咖啡。喵星人咖啡馆是由浙江农林大学两名大三的学生
开办的，他们平时非常喜爱猫咪，喜欢收养一些流浪猫。半年
之前，随着猫咪的数量增多，开销也逐渐增加，猫老板便萌生
了开办一个猫主题的咖啡馆的想法，于是便借钱开了喵星人
咖啡馆，由于咖啡馆开设在大学周边，以此，来这里休闲、看
书、喝咖啡的市民和学生络绎不绝。 (视觉中国)

学业创业两不误

10月16日，“河西调”艺人指导学生学习戏曲身法。
“河西调”起源于元末明初，至今有六百多年历史，曾流传

于京津冀及东北三省。由于传承人才断层，“河西调”曾几近
消亡。仅存的一些剧目，由河北省安平县野营村村民口口相
传得以留存下来。近年来，在安平县政府的支持下，野营村建
起了“河西调庄户剧团”，将这一濒危剧种传承下去。

为将这一特色文化发展下去，野营村“河西调”艺人在野
营村小学、安平县第四实验小学开设专门课程，从娃娃抓起，
由老艺人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学习这一剧种，培养传承人才。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传承濒危剧种从娃娃抓起

10月 14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幼儿园的孩子
们在老师指导下认识粮食作物。

为迎接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各地幼儿园、学校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培养孩子们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意识。

新华社发（李宗宪摄）

爱惜粮食从小做起

谈到多年来与中国大学打交道的经历，利布

朗感触最深的是“变化”二字。

“其中一个变化是中国大学的质量在不断提

升，这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国一流大学的投

入有一定关系。”利布朗说，尤其是中国政府致力

于增强这些大学的科研能力，吸引最好的科研人

员，为他们提供科研经费和科研设施。“中国的大

学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种雄心壮志令

我印象深刻。”

这个月诺贝尔奖的颁发使科研和教育界再

次热议，中国离日本式获奖还有多远。在利布朗

看来，中国的大学近些年才开始迅速崛起，对于

获诺奖不必心急。

“虽然中国多年来一直不乏优秀的科学家出

现，但是直到近些年科学家才成为这个国家非常

重视的群体，而且中国开始在科研上进行如此大

的投入。”利布朗回忆 30多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

大学的经历说，当时中国的大学给人的印象不太

国际化、不太开放，没有现在的雄心壮志，也没有

这么多的科研经费。

相比之下，美国大学过去 100年的历程完全

不同。利布朗介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都对大学

保持巨大的投入，即使在二战期间也是如此。所

以在争夺诺贝尔奖方面，中国大学的竞争对手是

国际上那些在校园文化和政府支持方面积淀了

数十甚至几百年的大学。

利布朗认为，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现在中国

对于大学和科研的投入，可能会在二十年后看到

成果，他相信今后会看到中国大学的稳步发展，

也会看到中国大学所获诺贝尔奖数量的增长。

“二十年后，诺贝尔奖数量的分布与现在相比将

是两重天。”

谈变化：中国大学的雄心壮志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对各类奖项总是特别关注，尤其是诺

贝尔奖这样如此稀有又如此权威的奖项。”利布

朗认为，诺贝尔奖受到关注非常正常，但把尽可

能多地获得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大学的目标是不

明智的。

在利布朗看来，对于一个研究型大学而言，

更好的策略是鼓励科研人员成为科研领域引领

世界前沿的角色，并获得更多的重大发现。如果

一味追求获得诺贝尔奖，反而不利于大学里科研

资源的优化配置。

利布朗把诺贝尔奖看作优秀科研成果和大

学的雄心壮志带来的一种效益，但如果把诺贝尔

奖当成科研或大学的目标，就本末倒置了。

1996 年，莱斯大学的理查德·斯莫利和罗伯

特·柯尔两位教授凭借对碳 60 的发现获得了诺

贝尔化学奖。这对于一个学生和教职员工加起

来也不过几千人的学校而言，十分难得。而且莱

斯大学之后一直在碳 60衍生出来的纳米材料领

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谈到什么样的大学环境容易培育出诺贝尔

奖获得者，利布朗认为，最重要的是给科学家追

求前沿研究领域的自由，也就是尽可能地为他们

提供进行前沿研究所需要的科研资源。这些资

源包括科研人员的自由度、科研设备、国际合作

平台等等。

利布朗解释说，莱斯大学关于碳 60 的研究

是一项意料之外的研究成果。斯莫利和柯尔并

没有预料到会发现某个现象，他们只是在发现之

后试图解释这种现象，而这最终带来一项非常重

大的发现。

“所以大学需要做的是支持基本的科学好奇

心，让优秀的科学家去满足他们的科学好奇心。”

谈目标：大学过分追求诺贝尔奖并非上策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莱斯大学的规模都不

算大。的确，直到现在，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

起来也只有 6000多名。然而利布朗为这所大学

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感到骄傲。

“像莱斯大学这样规模比较小的学校，你必

须吸引最好的人才，包括学生和教职员工，然后

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利布朗说，莱斯大学

的科研声誉得益于它在建立之初就树立的“宁缺

毋滥”的办校思想，也就是说规模可以小一些，但

是标准不能降低。

利布朗强调，一定要保持优势学科的优势

地位。在他看来，保持一个大学的优势非常重

要，因为一旦失去，想要重新树立优势会非常

难。“这好比一座高楼，必须持续不断地对其进

行投入和维护，否则这座高楼容易老化和荒

废。”利布朗说。

对于莱斯大学而言，物理学、量子材料、计算

机科学、生物工程等都是其优势学科，需要不断

地投入以维持优势。而利布朗发现，支持这些学

科发展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帮助科研人员保持其

学术地位，这样他们才能够不断地获得学校外部

的科研资金展开科研。

他介绍，莱斯大学专门设有支持科研人员开

展项目研究的启动资金，这种资金的投入非常

大，但可以帮助科研人员立足并最终作为个体从

学校外部申请科研资金。

“坚持这种办校思想很难。”利布朗承认，很多

科研领域对于科研投入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几年

前莱斯大学花费700万美元购置了一台世界领先

的显微镜，这对于一个“袖珍”型的大学来说绝非

小数目。“但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

科研人员进行最前沿的研究。”利布朗说。

谈经验：吸引最好的人才，提供最好的资源

10月10日，济南大学校园内，十余名大学生手举“抱抱”
牌子，向校园内走过的同学发出拥抱的声音，活动发出得到不
少路过的同学前来拥抱。

据了解，此活动旨在拒绝冷漠温暖人心。大学生想通过
这个活动传递出，在人需要帮助时，用一个拥抱来让身边低落
的人找到自信，更好的投入到生活与学习之中。

(视觉中国)

大学生校园举牌“求熊抱”

莱 斯 大 学（Rice

University）位于美国

得克萨斯州，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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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秉持“宁缺毋滥”

的办学思想，莱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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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1996 年，莱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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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的 研 究 获 得 了 诺

贝尔化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