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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专家对
谈，领悟读书人生至乐；探字寻根，解
密文化古老编码；穿针引线，触摸古籍
淳朴模样；品味校史，感受百年风云沧
桑⋯⋯11 个主题系列，13 个重点活
动，着力于“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浓厚书香氛围营造，近日，安徽农业大
学首届阅读文化节打出深化阅读推广

“组合拳”，丰富主题，创新载体，让书
香弥漫校园。

“宛教授要来和我们谈读书呢，那
是我的学术偶像啊，我一定要报名参
加‘青禾对话’⋯⋯”活动海报一发布，
学生们就迫不及待了。

据悉，“青禾对话”是此次阅读文
化节上的热门主题活动。活动集阅
读、分享和交流于一体，聚焦“读什么，
怎么读”热点，每期邀请一名专家学者
与青年师生面对面交流。第一期邀请
的学者正是学校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
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宛晓春教授，

他在茶树生物学领域取得重大理论突
破，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将
和大家讲述他的读书经历，分享读书
心得，探讨读书乐趣。

而在近日举办的“青禾讲坛”上，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吴红松的“汉
字之美品鉴”也让学生们大呼畅快。

分享中，吴红松带领学生们溯汉
字之源、鉴汉字之美、品汉字之韵，探
寻传统文化的神秘与精深，并近距离
参观古籍，亲手制作线装书，追随着古
人的脚步，感受时光的厚重。

除此之外，“书海轻舟·悦读同航”图
书漂流、“阅见美好”微视频、“书海寻知”
科普短视频、“书梦齐飞·巧手筑梦”图书
文创制作、“字字珠玑·书影相随”摄影书
制作等活动更是精彩纷呈。

活动之外，安徽农业大学学生们
的日常生活中也早已是书香浮动。

打开学校 2023 年度阅读报告：
“全年到馆总人次 19.06 万，图书流通

量 3.8 万余册，其中文学类书籍借阅频
次最高。”众多数字中，一组数据格外
吸睛：林学与园林学院研究生王浩荐
购 359 种，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班
范学松荐购156种。

“我热爱读书，在碎片化阅读和短
视频流行的当下，静下心来读书令我
获益匪浅，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
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途
径。”王浩说。

“自2013年开始，学校图书馆推行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筛选甄别师生推
荐的书单，凡是符合学科专业要求，满
足学生通识阅读所需，我们一般就会采
纳。”图书馆馆长姜红介绍，馆内增设新
书展览区，荐购师生可优先借阅。

“今后学校还将通过数字赋能构
建书香校园新生态，打造数字阅读场
景，优化数字资源建设，升级数字阅读
体验，全面提升师生阅读素养，助推学
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姜红说。

安徽农大丰富主题、创新载体引导学生阅读

春 日 书 香 漫 校 园

推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特别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当地时
间 4 月 18 日，第八届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
举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会
议并发言。

怀进鹏指出，中国已经迈入全面
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的战略地位，研究制定教
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公平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
展，以教育现代化服务国家现代化
建设。

怀进鹏表示，中方将全面落实

习近平主席倡议，向各成员国提供国
际中文教师奖学金与“汉语桥”夏令
营名额，支持拓展上合组织大学培养
专业和院校规模，打造“上合大师
班”等品牌，强化上合教育合作。中
方愿与各成员国携手建成制度更加完
备、内涵更加丰富、发展更加创新的

“上合教育大家庭”，以数字化开创上
合教育合作新局面。

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及上海合作组织
大学框架下系列文件，发布了 《第八
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

联合公报》，签署了 《第八届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纪要》，
通过了中方承办第九届上合组织成员
国教育部长会议和 2025 年“教育无
国界”教育周申请，并就共同研制成
员国数字教育合作纲要等文件达成
共识。

会议由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主办，中国、印度、伊朗、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
国教育代表团和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
出席会议。

怀进鹏出席第八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

以数字化开创上合教育合作新局面

本报北京 4 月 19 日讯（记者 林
焕新）今天，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获悉，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将于4
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审
议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国防教育法
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发言人杨合庆表示，国防教育法
修订草案拟完善学校国防教育体系。

杨合庆介绍，国防教育法修改列

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根据党中
央决策部署，中央宣传部牵头，会同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等单位起草国防教育法修订草
案。修订草案共 6 章 39 条，维持了现
行法的结构体例、章节设置，新增、修
改33条。主要修改内容有：一是明确
国防教育的指导思想、国防教育领导
体制和工作职责。二是完善学校国防

教育体系。对小学、初中、高中以及高
等院校的国防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
途径等进行补充完善。三是拓展社会
国防教育范围和方法渠道。明确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国防素养和
能力，对媒体网络和文化传播、群众性
国防教育活动、国防教育场所等作出
规范。四是加强国防教育的保障。对
国防教育经费保障、社会捐助、军营开
放工作、文物保护等作出规范。

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拟完善学校国防教育体系
补充完善各学段国防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途径

4月18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路第二小学学生在“科技课堂”上体验“悬
浮吹球”。当日，该校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课堂”等科学实践和体验活
动，激发学生探索科技奥秘的兴趣。 王海滨 摄

放飞科创梦想

本报记者 欧媚 程旭 甘甜

这学期，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教师徐娉娉忙着在各慕课平台，更新
该校的在线课程“商务英语口语实
训”。2018 年以来，这门国家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在各平台共上线 30 多
期，服务超过30万名学习者。

“这么多期运营下来，老师和学生
都非常适应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
学，数字化教学手段提高了教学效
率。”徐娉娉说。

近日，记者走进江西外语外贸职业
学院，探访该校利用慕课平台开展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给课堂带来的改变。

“慕课平台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记
录，实现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的结合。”该校英语学院教师、在线课
程“英语语音”主持人曹献方说。

曹献方介绍，在开学初，她会让学

生选修中国大学 MOOC 网上的“英
语语音”，进行线上预习和课后复习；
在线下授课时，她利用超星学习通进
行课堂互动，比如随机选人、主题讨
论、投票抢答等，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
参与度，学生的学习行为都被记录下
来，形成个性化“学习档案”，作为过程
性评价依据。

“我还会定期发布语音朗读的作
业，利用慕课平台跟进学生学习过程，
对比学生开学初和学期末的语音，学
生的成长进步一目了然。”曹献方说。

在终结性评价上，教师通过各慕
课平台的组卷功能，在丰富成熟的题
库中抽题，学生线上答题，考试成绩一
键生成，整体学情直观展现。

“相比需要教师和学生都到教室
的传统课堂，慕课更加灵活，我可以利
用碎片化时间完成老师在平台上布置
的作业，参与线上讨论，随时随地都能

学习。”国际商务学院学生王佳俊说。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有很大

提升，原来主要是老师课上讲，现在学
生要提前线上预习，完成测试，课后还
有线上作业和巩固拓展，这都是与传
统教学不一样的地方。”“客房服务与
管理”授课教师邬艳艳说。

该校教务处处长张美忠介绍，为
建好用好慕课，学校成立慕课建设委
员会，出台慕课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

“我们对慕课的使用实现了四大
融入。”张美忠介绍，一是融入日常教
学，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选
修课弥补学校课程资源不足；二是融
入考试，学生全部实现线上补考；三是
融入重修，学生在慕课上重修教师指
定的课程；四是融入“三教”改革，以数
字化手段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

目前，该校有 2 门国家级精品慕
课、51门省级精品慕课。

江西外语外贸职院用在线课程资源赋能教学——

“智慧助手”驱动课堂变革

数字教育 引领未来 一线见闻

焦点聚聚

本报见习记者 郑翅

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
和教育强国的关键要素。2023年4
月，教育部在计算机“101 计划”
探索基础上，启动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科学、基础医学、中药
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基础学
科系列“101计划”。

今年 4 月 19 日，基础学科系
列“101 计划”工作推进会暨计算
机“101 计划”成果交流会在京召
开。作为教育部组织实施的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工作计划，基础学科系
列“101 计划”有何进展与经验？

“101 计划”如何为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筑牢基础？

筑本强基——
给高等教育龙头“画

龙点睛”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
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又是其
中 关 键 所 在 。 2021 年 12 月 ，

“101 计划”率先在计算机领域启
动。“0”和“1”组成的二进制数
是计算机语言的基础，以“101”
命名指向明晰——该计划从基础
着手，着眼教育教学基本规律，
聚焦基础要素，着力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从试点的计算机领域，
向基础学科和新工科、新农科、
新 医 科 、 新 文 科 等 关 键 领 域 铺
开 ，“101 计 划 ” 志 在 “ 画 龙 点
睛”。

相 对 较 成 熟 的 学 科 还 要 做
“101 计划”吗？答案是肯定的。
北京大学教授高原宁表达了自己的
思考：“物理学尽管比较成熟，但
其发展没有停止，甚至还在加速。
物理学发展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同
时它深刻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
式，提高了人类探索世界的能力，
这些知识和能力都应该逐渐下沉到
教育当中。”

同时，面对新兴技术如人工智
能技术对教育范畴产生的颠覆性影
响，计算机“101 计划”主动作
为。“高校、出版社和企业携手合
作，搭建与人工智能课程深度结合
的教育大模型‘智海—三乐’，推
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
学实践。”计算机“101 计划”核
心课程“人工智能引论”负责人、
浙江大学教授吴飞表示。

（下转第二版）

教育部推进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筑基

本报北京 4 月 19 日讯（见习
记者 郑翅）今天，基础学科系列

“101 计划”工作推进会暨计算机
“101 计划”成果交流会在京召
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
岩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 议 指 出 ，基 础 学 科 系 列
“101 计划”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一项筑基性工程，重点任务是建
设一批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的一流核心课程，一批反映国际学
术前沿、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核心
教材，一支“大先生”领衔的一流教
师团队和一批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的一流实践项目。以课程、教材、
教师、实践项目等基础要素“小切

口”，牵引解决人才培养“大问题”，带
动实现高等教育改革“强突破”。

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教育强
国建设的新部署、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工作的新要求、人工智能等技术
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推动基
础学科系列“101 计划”理念再深
化、质量再提级、范围再拓展，为全
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夯实根基。

据悉，教育部于 2021 年 12 月
在计算机领域率先启动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试点工作计划（简称“101 计
划”），于2023年4月启动数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科学、基础医学、中药
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基础学科
系列“101计划”。（下转第二版）

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工作推进会
暨计算机“101计划”成果交流会召开

这就是“101计划”

“101 计划”是由教育部统筹，汇聚顶尖高
校、顶尖师资、顶尖出版单位等各方资源，以
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践项目等基础要素建
设，来带动教育教学系统改革的一项试点工
程。重点是推进“四个一流”建设，也就是一
流核心课程、一流核心教材、一流核心教师
团队、一流核心实践项目

2021年底，这一计划最早在计算机领域率先
启动。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是“0”和“1”组成的
二进制数,以“101”命名这个计划，代表了要
从本科基础着手、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打
造一流的基础要素,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实施“101 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基础要素
建设的“小切口”，来牵引教育教学模式的

“大改革”,让人才培养模式由“知识为主”转
向“能力为先”。一要建好一批一流核心课
程。二要建好一批一流核心教材。三要建
好一支一流核心教师团队。四要建好一批
一流实践项目

目前,“101 计划”已经从最初试点的计
算机科学领域推广至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科学、基础医学、中药学、经
济学、哲学 8 个基础学科领域，
现在一共是 9 个领域

？为什么叫
“101计划”

？“101计划”

目标是什么

？目前“101计划”

在哪些领域开展

？“101计划”

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