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9日，青海省达日县民族中学一名学生在上
汉语课。

近年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不断优化
“藏汉双语”教学模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时开设藏
语和汉语课，在普及藏汉双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也提高
了藏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藏族学生的学业完成率和
升学率，减少了青壮年文盲的人数，受到了当地农牧民
群众的支持与欢迎。

新华社发（李少鹏摄）

青海达日：藏汉双语教学受欢迎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真漂亮！”

8 架带着灯光的四旋翼飞行器在天空盘旋，不

断变化着位置和高度，与地面追光相映，引来了阵阵

掌声和叫好声。

4月18日晚上，清华大学紫荆操场。学生科技社

团“天空工场”正在进行四旋翼飞行器项目展示表演。

参加表演的四旋翼飞行器是团队的最新研制成

果，这支成立于 2009 年的团队，由清华—波音未来

航空兴趣团队和清华-STM32嵌入式协会组成。

类似的以“未来”命名“的学生科技兴趣团队在

清华共有 12支——未来通信兴趣团队，未来汽车兴

趣团队、未来人居兴趣团队……覆盖清华所有院系，

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各个年级的学生 500余人。

这里，为学生的兴趣撑起了一片天空，让创意变

成现实；这里，让学生的研究不再是“闭门造车”“小

打小闹的过家家”，而是立足于产业与技术前沿。

“团队重在激发同学们的‘创意’灵感，鼓励‘创

新’实践，推动‘创业’转化。从 2010 年第一支团队

成立，目前已经完成 100余项科技创新项目，正在进

行的有 70 余项。申请了近 20 项专利。团队中近一

半成员有科技项目获奖、专利申请、学术论文发表经

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告诉记者。

为兴趣撑起天空 让创意变成现实
——透视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兴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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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李志得老师在辅导学生作业。
陕西省城固县董家营镇古路坝村小学位于秦岭深

处。辉煌时，这儿共有 300多名师生。随着山区群众
向城镇的迁移，师生大多选择了离开。如今，这里只是
七里店中心学校的一个教学点，只有3名一年级学生。

59岁的李志得老师是这里的唯一“全能老师”，他
从 1984年开始就在此教学，30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称赞。他说，“政府保留我们这个教
学点，就是为了不让一个孩子辍学。”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30年的坚守

4月18日，一名参赛者在展示他设计的全自动多
级电子绕线机。

当日，第六届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展评会在
无锡开幕，为期4天的赛事吸引全省119个参赛学校、
274件创新项目，在数学、生物、电子、工程学等20多个
学科领域展开角逐。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江苏举办第六届职业教育创新大赛

■第二看台

4 月 18 日，北京市《关于 2014 年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工作的意见》出台，就近入学、取消“共建”、学籍

监控成为其中的关键词。这套“立体”政策设计了一

个复杂体系，旨在扩大“名校”学位资源，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均衡的问题。其中，取消“共建生”的举措引

起了多方关注。（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共建生，作为北京“幼升小”、“小升初”的一种入

学形式，已经使用了整整 11年，指的是国家机关、大

型企事业单位与名校“合作共建”，通过单位赞助的

方式，满足本单位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

需求。说白了，就是这些学校除了正常招生外，会给

“共建生”留下名额，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入学。

笔者不禁要问，取消了“共建生”，但没有取消国

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的特权，北京市如何保证这

些“共建生”不会摇身一变，通过“地下”渠道继续享

受教育特权呢？

事实上，社会对教育资源不公平的现象早已经

是司空见惯。从幼儿园到大学，只要是有教育需求

的地方，就有特权现象的出现。有钱有权的家庭，即

使政府没有类似“共建生”这样的政策，还是会通过

一切办法让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共建生”只

是打了一个幌子而已。

众所周知，过去地方学校的校长手中有着很大

的权力，可以决定给谁额外的名额入学，家长准备好

钱即可。校长甚至可以不顾政府的升学服务系统，

没有学籍照样可以借读，学生在外面随便找个学校

挂个学籍就行。近几年国家在这方面的监管有所加

大，这些学校才有所收敛。

地方上尚且如此，那么在北京这个扔块石头出

去，砸中 10个人有 8个人是官儿的伟大首都，还担心

没有特权吗？高官和高管还在，那么特权就还在；高

官和高管的孩子还要上学，那么总会有其他形式的

“共建生”出现。阶层固化现象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

成为一种趋势，越是上层的人，越能够享受到最优质

的资源，他们的后代同样如此。正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恕笔者直言，政府的某些约束政策只能

对平民百姓起作用，而对于上层人物，并没有多大影

响。你说，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会允许自己栽在自己

设定的游戏里吗？

因此，笔者认为，北京市取消“共建生”确实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追求教育资源公平的道路依然

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政府不断地“上下而求

索”。毕竟，公平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是一项任重而

道远的任务。

“共建生”没了，小心转入“地下”

4 月初，盐城工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2010 级学生

李昕一多了个身份：盐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总经理。校园里，熟悉他的老师、同学都管

他叫“小李董”。这位自动化专业的大四学生、今

年 22岁的大男孩，研究开发出国内唯一客户端返利

的软件——“返利精灵”软件，并用之前创业所赚的

10 万元，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在大学创业一条街拥

有了经营场所。李昕一曾于今年 1 月 20 日，获 2013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并获得 2000 元

“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学金”。

在盐城工学院，像李昕一这样的学生，不在少

数。2012 年 12 月，大四学生蒋坤，用大学创业所赚

的钱给父亲送了一辆价值 20 多万元的“智跑”牌轿

车，在全国引起轰动，被网络称为“智跑哥”。2013

年 4月，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以“传播大学生

创业者的正能量”为题，报道该校材料学院金属 101

班学生胡国栋的创业故事，“校园淘客”胡国栋成为

大学生新闻人物。

在校大学生，没有经验，缺乏资金，创业谈何

容易！

鼓励在校大学生创业，与大学生的文化学习是

否相冲突？

盐城工学院党委书记姚冠新回答：“培养一批

科技型创业者是我国实现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需

要，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看来，大学生创

业教育的根本目标不是“企业家速成教育”，而是

要将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创业心理品质内化为

受教育者的内在特质，成为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终

生受益的内在“基因”。通过创业实践，可以加强

大学生对课堂学习的理解，促进他们的实际运用

能力。

他提出了“锥状体模型”理论，认为大学生创

业能力由 11 项要素构成：处于锥状体底层、覆盖

人群较宽泛的是通识能力，涵盖 5 个趋于隐性的

学习、沟通、耐挫、应变和自控能力领域；居于锥

形体中间的是专业能力，形成五边形面积较小、

覆盖人群相对较窄，涵盖 5 个显性的策划、领导、

创新、理财和经营能力领域；位于“锥状体”顶端、

引领创业活动方向的是机会能力，表明在各项能

力基础上，必须把握机会并优先行动，才能最终

实现创业。

近年来，他带领科研团队致力创业教育教学体

系的研究，并在盐城工学院和江苏大学探索并实践，

先后建设了《创业管理》《创业人生》《大学生就业与

创业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大学生创

业实践》等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课程体系；设立课

外创新学分；创办创业学校，制定了创业教育培养方

案；成立素质教育中心，统筹全校创业教育活动等，

将创新创业的理念植入大学生脑海，成为他们走向

创业的“动力源”。

该院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纵向上构建了不

同年级、不同阶段创业能力培养的差异化层级推进

路线；在横向上大力推进高校、政府、企业、民间公益

组织等多元协同教育机制，从而构建了纵横有道的

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网状体系。

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创业者，学校能给予

什么样的帮助？以该校机械优集学院 10 级的肖

佳佳和黄应龙两位同学为例，这两位学生于 2012

年共同创办了“盐城飞美电瓶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 如今公司已在盐城大学科技园落户。目前

公司团队共五人，来自机制、机电、财务管理等不

同的专业。该公司现拥有一家实体店，年利润超

过 10 万元。

谈到创业能力，黄应龙特别感激学校的培养。

他说，他一进校，就受到创业理念的教育，实行专

业知识、创业能力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对于

有创业热情的学生，学校还指派专业老师指导，

“创业之星”软件系统、“创业模拟实训室”“企业沙

盘对抗模拟中心”“网络创业实验室”，为创业搭建

了实践平台。

近年来，该院成立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解决学生

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配备学生创业导师,

积极推行“学生个体申报+导师集群扶持+创业团队

合作”的创业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创业能力和创业项

目的成功率；搭建学生自主创业交流平台,邀请大学

生创业典型讲述创业经历，共同探讨大学生创业的

途径和方向，破解创业难题。

4 年来，盐城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达 96%以上，

并连续多年获得“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 （王丽坤 高留才）

大学生创业的“翅膀”如何强健？
——盐城工学院“创业群现象”探究

未来航空团队：“阿凡达”战斗机

看过影片《阿凡达》的人想必都不会忘掉影片中

各种威武的战机战斗的场面，虽然双旋翼飞机只存

在于电影里，却为未来航空团队成员设计一种更稳

定、快捷的飞机提供了灵感——制造“阿凡达”飞

机！通过几个年级同学的不懈努力，改版三次的阿

凡达飞行器目前建成了 1∶4 的战机模型，不仅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的科学展览和各种飞行器比赛

上引发阵阵轰动，而且已经开始着手申请专利了。

未来汽车团队：给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项目是未来汽车兴趣团队的一个核心

项目，这个项目提供了一种在电动汽车行驶的过程

中，利用无线充电技术将从新能源转化来的电能存

储起来，直接给电动汽车进行充电的路车交互式电

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

未来汽车团队将新能源转化为电能存储到电能

存储模块中，当电动汽车行驶到设置了压力传感器

的道路时，压力传感器感应到后启动发射端控制器，

通过设置在电动汽车上的第二电磁系统和接收端控

制器对电动汽车的电池进行充电。电动汽车行业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未来智能机器人团队：仿猿爬壁机器人

团队的部分成员设计了一种能在地面、墙壁、天

花板上灵活运动的仿猿爬壁机器人。

仿猿爬壁机器人有两个吸盘，装有气泵、处理

器、伺服电机、电磁阀等可以灵活变换行进姿态和吸

盘的吸附状况，两条腿既可以像人类一样交替前进，

也可用一条腿为支点，旋转整个机器人，从而给机器

人行走、爬壁和平面间转换带来很高灵活性。仿猿

爬壁机器人可应用于工程探险、反恐防爆、军事侦察

等领域，代替人类进入到危险、环境多变、狭小的区

域，完成无论是人类还是普通机器人都无法完成的

探测、放置物品的任务。

————相关链接————

“这是我们做的球型单旋翼飞行器。”4月 20日，

12 支团队年度成果汇报会——“最未来”兴趣团队

嘉年华活动上，未来航空兴趣团队的林家靖正在展

示他的作品。

这位来自精密仪器专业的大三学生告诉记者：

“虽然自己的专业所学和所在团队不是太搭界，但我

就是对飞行器感兴趣，觉得很好玩。”虽然做项目花

时间比较多，也没有学分绩，林家靖还是一入学就加

入了兴趣团队。“项目一做就是四五个月，一般都周

末的时候，从早上 9 点到凌晨 12 点，C 楼（团队活动

室所在地）都快成我在清华的第二个家了。”对飞行

器产生浓厚兴趣的林家靖说。

计算机系零字班的徐霜晴从小就有一个漫画

梦，但是她一直担心“自己的专业和漫画没有一点关

系。大二下学期，我看到未来动漫团队成立的消息，

经历了战战兢兢的面试，最终，我成为团队的一员。

来到这儿唯有四个字——相见恨晚。”

虽然刚开始还为自己的画技感到自卑。但是，

来到团队以后，徐霜晴发现：“技术并不是唯一的衡

量尺度，只要有想法、肯动手，每个人都能被发掘出

长处，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在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邴浩看来，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可以支撑同学们持续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自

己喜欢的事情上。他说：“之所以称为‘兴趣团队’，

也是希望这是基于学生的兴趣而组建的团体，而不

是基于课程学习 、研究项目等结合起来的，保持对

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与好奇心，是做学问所需要的

最重要品质，我们希望同学们能通过在兴趣团队中

的探索与研究，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不断为

之努力。”

技术不是唯一的衡量尺度 只要有兴趣你就来

“光的三次方是我们第一个发布出去的项目，这

个产品的创意也是来自于平常看到的二维广告牌。

现在这项裸眼 3D的创造已经在淘宝上售卖，每个三

百 多 块 钱 ，第 一 批 产 品 已 经 都 卖 光 了 。”清

华-STM32 嵌入式协会队长、自动化系硕士生杨盛

一边展示他身旁的创意作品一边自豪地介绍。

这个名叫“光的三次方”的创意作品吸引了很多

人的眼球，它通过二维发光平面，旋转形成立体成像

空间，从而实现真正三维显示，让人们能够从各个角

度看到形成的三维图像。

“开产品发布会的时候是我最骄傲的时候。”杨

盛告诉记者，上学期，他们在校内搞了一个小型发布

会，“还没正式开始，提前半个小时就围得水泄不通

了。”光的三次方还一度被当做学校的官方礼品送给

来访的客人。

“兴趣团队的内部常常强调，把一个项目从零做

到一，让兴趣转化为成就感。”长期和学生打交道的

邴浩对“如何让学生的兴趣持久、多元化”有很深的

体会，他说，兴趣是一个短时间的东西，只有一开始

的时候是被兴趣吸引，兴趣要转化为成就感才能是

一个长时间的东西，如果不能转化，那么很快就没有

了。比如，你看到一个东西很感兴趣，你也去搞，搞

得久了还不成功就有挫败感，那就肯定不能长久地

坚持。

邴浩告诉记者：“为了把学生们的兴趣坚持下

来，就得让学生们看到自己的成长。比如未来航

空兴趣团队每六周进行一次项目评审，同学们就

会发现之前的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现在前进了很

多。再过六周，又前进了一些，这样就可以激发同

学的成就感。”

把一个项目从零做到一 让兴趣转化为成就感

在活动的创新环节，未来机器人团队的 ball-

bot 机器人颠覆了人们对机器人运动模式的传统

想象；未来医疗团队的智能健康枕力图为使用者

打造每日的健康睡眠；未来嵌入式协会的微型四

旋翼则通过与观众“亲密互动”引发了众多粉丝

的追捧。

看 到 这 些 充 满 创 意 、面 向 未 来 的 作 品 ，绝

不 会 有 人 把 兴 趣 团 队 的 研 究 当 做 是“ 小 孩 过 家

家 ”。

“学生科技兴趣团队建设的最重要目标在于激

面向未来的未来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发学生对于未知世界探寻的兴趣与热情，激发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可以在充足资源支持的前提

下，开展自己感兴趣的探索与研究，而不是限于老师

的题目、书本的条条框框。”史宗恺告诉记者。他

说，兴趣团队鼓励每一个学生大胆的设想与尝试，团

队没有任何功利化的目标，也没有任何成果产出的

要求，而是希望在团队发展过程中，学生可以不断挑

战自己的创造力，做出能够真正引领时代发展的伟

大发明。

兴趣团队均以未来命名，也蕴含着团队的研

究要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学生科技兴趣团队的

建设与发展体现了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

新理念——充分运用校园之外的各类资源，服务

于创新人才的成长。”史宗恺表示，兴趣团队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虽然刚刚起步，但他期待着从这

批同学中可以走出未来 20 年中国各行各业富有

创造力的领军人物。“真正希望有一批来自‘最未

来’的人引领我们的未来。”

科技日报讯 （院玉顺 记者段佳）4 月 18 日，河北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充分发挥远

程教育信息量大、接收方便、学用较易的特点，创新模

式，为农民致富送上科技“快餐”。

下花园区是张家口市的一个远郊区，属丘陵山

区。为使农民不出家门就能了解科技信息，掌握现代

农业知识，该区加快发展远程教育，把远程教育设备迁

移到村民活动室，村民可根据各自需求，随时随地依据

兴趣查询知识、了解信息。点击收看视频，学习特色养

殖、蔬菜种植和病虫害防治等科技知识。把远程教育

资源优势与协会的管理、技术等优势有机结合，使远教

站点成为助推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平台。

远程教育成农民致富科技“快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