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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图说教育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近日，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20岁的学生，收到

了国际航空联合会颁发的新世界纪录认证函。

今年国庆期间，他们自行研发、生产、制造的“冯

如三号”创下了 25—100 公斤级油动无人机续航

时间的世界纪录——30 小时 6 分 42 秒，为新中

国 70 华诞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当天，来自国

际航空联合会（FAI）的观察员现场确认了飞行

时间以及飞行活动的有效性，该纪录将获得国际

航空联合会的正式批准。

让人意外和惊喜的是，这群纪录的创造者，

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学院、冯如书院和

北京学院的大一、大二本科生，刚迈入校门，就创

下世界纪录。

课堂以外的实践生活

“冯如三号”无人机采用常规布局，翼展长度

约 10米，整体为黑色，在尾翼印有鲜亮的五星红

旗。机身较短，像潜水艇，为流线型，全机由高强

复合材料制成，后置螺旋桨。无人机加满燃料后

总重量为 75.44千克。

此次创下纪录的飞行活动，在国家体育总局

安阳航空运动学校举行。飞机在学校上空 300

米高度盘旋飞行，在飞行期间不允许加油。在既

定的油量上，“冯如三号”在同等重量和动力类型

的无人机中创造了续航时间的世界纪录，表现出

在测绘和通信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为了满足对无人机性能的要求，无论是从总

体设计还是细节研究，都需要学生们坚持技术创

新、反复实践和艰苦工作。窗外灯火阑珊，教室

里的争论兴致盎然，那是队员们在确定参数；深

夜的车间里，不顾蚊虫叮咬，队员们专心于发动

机的试验，仔细测试每一个零件，用心选择每一

个螺钉，精心计划每一个步骤。

“这个飞机是由很多细节与经验作为支撑的，

更大的工程也同样如此。但这些知识我们无法从

课本中直接学会，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

印，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小组成员付宁感慨。

世界纪录并不是终点

2018年 10月，冯如书院第一期科创营成立，

来自冯如书院、北京学院的 33个本科一、二年级

的学生，开始了“冯如三号”的制作。

在“冯如三号”设计之初，北航的学生们就以

世界纪录为目标，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致敬中国航空暨

冯如首飞 110周年。

“30 小时 6 分 42 秒，这个数字已经深深烙印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整个过程中，我们组盯了

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经历了起飞、低温和降落

这三个最关键的时刻，飞机转速缸温出现最后的

波动时，大家都紧张起来了，进行降落操作的我

更是无比紧张。”队长张益铨感慨，飞机落地的一

瞬间，他和队员们抱在一起，除了开心，更多的，

是紧张了 3个月、期盼了 1年之后内心的释然。

“通过致敬航空前辈的创纪录飞行活动，加

深青年学子对空天报国情怀的理解，有效锻炼了

沟通和表达能力，深刻地感悟了团队合作精神。”

北航冯如学院院长杨超表示。

此次活动指导教师、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讲

师王耀坤表示，他们还将继续组织训练营在“冯如

三号”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便适用于森林火灾的

长时间监控、电线巡线等不同的现实场景。“我们

不是只为了破纪录而破纪录，我们要把这些研发

出来的技术应用到现实中去，做些有用的东西。”

他们手中的无人机 要从世界纪录飞向现实应用

高校选修课历来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循规蹈矩者有之，平平淡淡中缺少了点吸引力；

突破创新者亦有之，有些课从教室火到网上，不

但报名者摩肩接踵，网友们也是叫好声一片。最

近，复旦大学开设的“似是而非”课成了时下热门

的课程，十二位教授联袂授课，以生动、鲜活的内

容，向学生们阐述什么是“伪科学”，以此提升学

生的鉴别能力。

仅看课程表，就知道这门“辟谣课”涉及的范

围非常广泛。从基因算命到数学逻辑谬误，从

5G 电磁辐射到比特币，令人赞叹这门课关注了

时下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在人们印象中，高校

学子应该很容易应对网络谣言、甄别伪科学，在

大学开设此类课程真的有必要吗？事实上，学历

的积累与识别伪科学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据

媒体报道，日前引起公众质疑的量子速读培训

班，其学员家长就不乏拥有硕士学历者。

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互联网

是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虚拟社会，具有移动性、

易传播、个性化等特征，伪科学与谣言很容易在这

种环境下扩散传播，最终成为骇人听闻的“事

实”。而高学历者往往在细分专业中拥有过人的

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但隔行如隔山，科学素养的

缺失使得他们仍有可能成为谣言的受害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复旦大学开设的

“辟谣课”恰恰是授人以渔的课程。之所以受到

学生广泛欢迎，在于通过这门课能够提升逻辑思

维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品质，从而受益终生。

社会舆论热捧，折射出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科学

精神的迫切需求。

科学精神是破解伪科学、击碎谣言的“神兵

利器”，它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不必多言。以该

课程提到的伪科学为例，如关于疫苗的种种谣言

与逻辑谬误，手机辐射是否有危害等等，都无法

在科学思维下站稳脚跟。

把科学精神播撒到学生心中，这也正是这门

“似是而非”课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该课程

火遍网络，也为广大高校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

往，无论是传播科学精神还是提升鉴别能力的课

程，往往会变成枯燥刻板的知识讲授课程，令学生

们避之唯恐不及。内容贴近生活、授课生动有趣

而又言之有物的课程，才是大学教育该有的样子。

对 于 今 天 的 人 们 而 言 ，这 样 的 课 程 越 多

越好。

“似是而非”课教学生明辨是非

杨 仑

本报记者 操秀英

日前，由 100 名学生和 12 位导师组成的南开大学“第一智慧书院”举

行首次师生见面会，标志着该校探索构建“书院制”育人模式迈出了第一

步。“第一智慧书院”将突破传统学院、专业框架，依托智慧平台，将不同学

科师生紧密相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打造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助力学生

全面发展的新型师生共同体。

今年 6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教指委会议上，教育部明确将用 10年时间，

探索实施“三化”变“三制”，即由“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向“导师制、学

分制、书院制”转变，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南开大学“第一智慧书院”按照 1∶10 的师生比例建院，10 个学生配 1

位导师，以确保达到预期的育人效果。作为一块“试验田”，南开大学“第

一智慧书院”的师生招募条件也尽显自由宽松：导师团队由“教育经验丰

富、热衷教育改革、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而书院学生并没有明确的

选拔机制，不唯成绩，不唯专业，不唯年级，希望“学业生涯迷茫、未来目标

不明确但有强烈发展欲望”的本科生加入。

最终，来自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物理科学学院、统计与数据科

学学院等多个学院的 13 位教师共同组成“第一智慧书院”的导师团队。

首批申请加入“第一智慧书院”的 100 名学生来自全校 18 个专业学院，他

们将拥有学院和书院双重归属，其中大多数是大一新生，正处于学业迷茫

期，“第一智慧书院”的诞生也让他们有了获得帮助的崭新渠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智慧书院的导

师，是来自学校各学院、各专业的教授，将为同学们成长为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提供更为宽广的平台。”书院首批学生、金融学院 2019 级本科生

刘翔说。

书院制最早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它是将学生的学

习与生活结合为一体的小型师生共同体，也是校园内的一个小型学习社

区。每个学生除隶属其主修学科学院外，也是某一书院的成员，学院与书

院两者相辅相成。

在“第一智慧书院”，学生们通过线上班级、线上课程、线下辅导、线下

活动的方式，获得与不同专业的名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还可以参与书院

精心设计的专题讲座、文艺赏析、文化交流、服务实践等活动。

“教育应该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智慧书院正是以此为目

标，探索构建一种有自主意识的、有老师引导的、具有师生共同体特质

的学习、生活、发展模式。希望南开的智慧书院能够成为新时代书院

制的创新范本，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经验。”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

生说。

南开组建智慧书院

探路新型师生共同体

陈 曦 通讯员 吴军辉

近日，第六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总决赛在位于青岛
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赛。据介绍，本次大赛以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
能力为核心，打造研究生创新交流实践平台，进一步激发高校学子创新热
情。图为两名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学生在介绍他们设计的“仿蝎
子结构三臂井喷救援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青岛敲响创新设计决赛战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首所专门从事
葡萄与葡萄酒研究、推广，培养葡萄与葡萄酒生产、营销、科研及管理专业
人才的学院。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院现有葡萄学、葡萄酒学、葡萄酒工
程学、葡萄酒市场学等专业方向，培养出大量葡萄与葡萄酒相关专业人
才。图为近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实验室，一名学生在做葡
萄的基因定量实验。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在实验室“酿造”葡萄酒专业人才

高等教育法实施 2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于今年 6月至 9月开展高

等教育法执法检查。这也是该法颁布以来首

次开展执法检查。

10 月 21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高等教育

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总体上讲，高等教育法基本得到有效实施，

大多数法律条款得到落实，实现了立法目的。”王

晨在报告中表示，检查组同时发现，高等教育法

还存在一些实施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的问题。

2018 年，全国普通高校 2663 所，是 1998 年

的 2.6 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3833 万人，是

1998 年的 4.5 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8.1%，

是 1998年的 4.9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

的高等教育体系。

为全面了解法律贯彻实施情况，本次执法

检查采取全面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在实地检查 4省（区）的同时，还委托 10个

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自查，请教育部组织31个

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自查，全部提交自查报

告，实现了“双自查、全覆盖”。

报告总结，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进一步

调整，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

法律实施以来，全国新设本专科学校 60%

以上分布在中西部，东中西部高校数量和常住

人口比例已经基本持平。新设院校向非省会

城市布点，绝大多数地级市设有普通高校。

数据显示，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占全

国总项数的82.6%，产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占全国的 80%，在凝聚态物理、超级计算机、量

子通信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137所“双

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 63%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69%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73%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区域布局结构进一步调整

王晨同时表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法律实施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

题，主要表现之一，是高校科研创新存在短板。

法律第 25 条、第 31 条、第 35 条规定，高等

学校具有科学研究的功能。

检查发现，高校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中主动作为还不够，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

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

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

高。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重大问题研究上有

“高原”、缺“高峰”，高质量标志性成果产出

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各方

动力不足，供求关系脱节，重产出轻转化的问

题仍然突出；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

对奖励措施和收益分配等激励政策普遍存在

顾虑。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够，

高校科研创新存在短板

检查发现，一些高校办学定位不科学，学科

专业特色不鲜明，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不合理，

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不紧密。

报告提到，高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

需求的高质量成果不多，能有效转化的更少。

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

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供给和市场需求

“对不上”，高等教育“产能过剩”的隐忧不容忽

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

人才培养不足，全科医生、幼儿教师、家庭护理

等民生急需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高校的

办学思路还没有真正转到服务国家需要和经

济社会发展上来，对社会需求把握不精准，就

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还未完全

建立。”王晨说。

检查同时发现，高校同质化现象依然突出，

一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雷同、重复，跟风设置门

槛低、投入少的热门专业。中西部地区国家高水

平大学和重点学科数量较少，“双一流”建设滞

后，在办学水平和质量上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

大差距；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民

族地区高校经费投入不足，发展相对滞后。

报告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有认识偏差、利

益导向的原因，也与政府部门缺乏分类评价引

导有关。

服务支撑能力还不够强

“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使命。”王晨在报告中建议，推进高等

教育布局调整，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推动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报告认为，应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

标准和办法，建立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经费投

入、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评价等制度，引

导高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形成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协调的格局。同时，面向未来，超前

布局一批前沿性和引领性学科专业，支持国家

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紧缺人才培养。树

立高校科研战略思维，强化前瞻性基础研究，

注重颠覆性技术引领，改革高校科研评价激励

制度，激发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在关键核

心技术领域加快实现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

队伍，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报

告同时提到，要深化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改革，

探索试行高校分类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

办法。改革教师考核评聘机制，建立健全教师

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体系，克服“唯论文、唯帽

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顽瘴痼疾，引导教

师潜心教书、安心育人。

王晨同时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法律中的一些规定已经与实际不相适应，需

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适时修改高等教育法。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高等教育法实施高等教育法实施2020年年
这份这份““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盘点执行情况盘点执行情况

本报记者 陈 瑜 高校科研力量缺乏有组织的协同攻关，科研评

价体系不合理。”王晨说，评估报告指出，科技

创新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科研经费等资源配

置的激烈竞争性容易使科研工作者屈从“项目

导向”，需进一步完善高校基础研究的稳定支

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机制。

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

会发展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

命。总体上讲，高等教育法基

本得到有效实施，大多数法律

条款得到落实，实现了立法目

的。但还存在一些实施不到

位、落实不彻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