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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高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各高校要以科技发

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和招生计划安排。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正深刻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DeepSeek（深度求索）

用几十秒就能生成程序代码，武汉大街上“萝卜快

跑”无人驾驶车辆随处可见，深圳福田区“数智员工”

上岗等，都是这一变化的生动案例。对于政府与高校

来说，如何通过专业调整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

的新形势，进而适应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

发展的需求，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必答题。

为鼓励高校因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学科

专业，2023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高校要科

学制定学科专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主动适应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

需要，做好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

作”，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

引和制度保障。在顶层设计规范引导下，各地动作频

频。上海市 2024 年提出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

模，争取到 2026 年，理工农医类高职专科、本科、研

究生招生占比分别提高 10 个百分点、10 个百分点、

5 个百分点。近年来，广东省通过对校企共建的现代

产业学院给予生均拨款 1.5 倍系数支持等措施促使

省内高校与未来产业相关专业数量快速增长，在教

育部公布的 50 个现代产业学院中占了 7 个。今年年

初，山西省提出理工农医类专业要占到 55%，内蒙

古自治区提出理工农医类专业与本科生占比达到

50%以上，释放明晰信号。

对高校而言，回答好这一命题，在具体操作中既

要考虑相应专业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还要

考虑社会需求、学科生态以及学校办学定位与发展

定位等。专业及其所依托的学科本身是一个有机的

系统，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无论

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内部都存在交叉联系

与进阶关系。语言、数学、哲学、逻辑是很多学科共同

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科学也会充当社会科学

的基础。如果仅仅依据就业率排序，贸然取消某些专

业，可能会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学校整体的办学质

量产生不良影响。另外，优化与调整专业还要考虑学

校的学科优势与特色，应用型与技术型高校以及办

学历史相对较短的非优势专业优化与调整相对更为

容易，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施策，协同全面推动学科优

化调整，进一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和要求。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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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林：点燃“科学灯”照亮“成长路”

以科技发展为牵引
优化高校学科专业

教育、科技与人才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面对

新的定位，如何精准把握科教融合的育人方

向，成为吕梁市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教师杨振

林长期深思的问题。今年，是他从教生涯的第

13 个年头。杨振林认为，科教融合是培育拔尖

创新人才的关键途径，中国应当探索并走出一

条符合本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

长久以来，杨振林只是默默无闻的、身

处教育一线的高中物理老师。但作为一个

“90 后”，他不想未来的教学之路都是按部

就班，只做好分内工作。他不是一个“安分守

己”的老师，却一心一意地想让学生在一个

并不发达的地区得到更好的科学教育。

“年幼的时候我挺聪明，学习能力比较

强，所以课余时间我并没有奋战在‘题海’

里。那时候，家里的管教也不严格，课余时间

我常去网吧。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如果那

时候有一个老师能指导我接触科技，我的未

来会充满无限可能。”杨振林遗憾地笑着说

道。从大同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就来到了

江阴高级中学，每天重复着教室、办公室、家

三点一线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带领

学生参加了 2019 年吕梁市离石区第二届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这让他的教学轨道发生了

转变，思想的齿轮开始转动，一扇名为“科技

教育”的大门向杨振林打开了。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杨振林的热血似乎

被点燃了。他开始去培训机构学习，人工智

能、编程、3D 打印……利用一切课余时间，

他埋头苦学，最终他骄傲地说：“当初我跟着

学习的那些老师，后面都开始参加我的培训

课程，跟着我学了。”

对于一个没有基础的团队，怎么能在科

技竞赛中冲出一条路呢？杨振林坚定地说：

“首先，我要克服畏难思想，积极参加培训，

提升自己的科教能力；其次，在赛事的选择

上我们尽可能选择竞争少的赛道；再次，没

有技术我也不怕，我先从一个组织者做起，

多带队参加比赛，积攒经验；最后，没有经费

怎么办？不怕！有机房能开展设计课程就行，

我们还可以参加很多免费的比赛。”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来，杨振林先后辅

导学生在省市国家级科技类竞赛中获奖 500
余次，在省市县各级科协组织的科技辅导员

培训中担任讲师 7 次，策划组织培训县级以

上科技辅导员 4 次，在线上平台发布短视频科

普教学视频共计 156 个，播放量达 300 万次，

策划县市级科技类竞赛 6 场，指导 16 所中小

学开设科技类社团……他个人先后荣获“吕梁

市十佳科普人物”“山西省十佳科学传播人

物”，他指导学生参加的“全国师生信息素养提

升实践活动”“‘科创筑梦’青少年 FAST 观测

方案征集活动”“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

践交流活动”等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5 个月以前，杨振林离开了物理课堂的

讲台，自主申请去电教室当老师，他想利用

更多的时间去深耕科教，服务更多的老师和

同学。转岗初期，他跑遍了吕梁市的各大电

脑维修店，回到学校后把老师们的电脑全部

进行了升级维修，全面提升了老师们的工作

效率。他创办了吕梁市创客教育学会，为学

生们提供更多的比赛机会。

在 2024 年的比赛中，有一件事情深深

地触动了杨振林。一名来自吕梁市临县黄白

塔小学的学生高子恒，通过 15 天的突击学

习，在国际青少年编程竞赛的省级、国家级

和全球的赛事中都取得了金奖。自己是淋过

雨的人，总会想着给别人撑伞。杨振林没想

过能杀出这样一匹“黑马”，而就是这匹“黑

马”，使他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指导，争取让

高子恒走向更大的舞台。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感到很快乐！”

杨振林高兴地说。他时常奔波在请教专家学

者的路上，从不觉得疲累，他希望在学生心中

埋下科学的种子，不断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

将孩子们的创新创造能力真正培养起来。

杨振林将青春都撒在了科学教育的这片

热土上，他说：“我还年轻，有很多时间和经历

去做科教事业。我愿意把我所学所会都倾心

分享给老师和同学们。”在科教这条道路上，杨

振林决心坚定地走下去，初心不渝、一路向前！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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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狗跑跳自如，机器人翩翩“起舞”。

从 3 月以来，迎着春天蓬勃向上的气息，长

治市武乡县科协开展了多场“人工智能科普

进校园”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带着神奇的

“科技使者”———机器人和机器狗，走进武乡

县机关幼儿园、红星幼儿园、城关幼儿园、紫

丹幼儿园、城关小学、五一小学、涌泉小学等

10 多个学校进行表演和互动，先后为 4000
余名少年儿童带来了精彩有趣的科技盛宴。

3 月 10 日，在武乡县机关幼儿园、红星

幼儿园、城关幼儿园，当造型独特的机器狗

出现在小朋友们的眼前时，现场顿时响起一

片惊呼声，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与兴奋。

在工作人员的熟练操控下，机器狗开始

了“卖萌”，只见它先是礼貌地伸出“前爪”，

与一位勇敢上前的小朋友握手，那模样仿佛

在说：“你好呀，小朋友，我是来自未来的朋

友！”随后，机器狗似乎被孩子们的纯真感

染，变得更加活泼起来。它时而快速奔跑，引

得孩子们兴奋地追逐；时而故意放慢脚步，

让孩子们有机会靠近。更有趣的是，当孩子

们围成一圈时，它竟然悠闲地卧倒在地，摆

出一副撒娇的模样，逗得孩子们开心大笑。

表演过后，小朋友们纷纷围拢过来，小

心翼翼地伸出小手，试探着去触摸机器狗，

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机器狗各种“卖萌”，除了给孩子们带来

欢乐，它更像一位无声的科普老师，激发了

孩子们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不少

家长表示，机器狗不仅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

受到了科技的魅力，更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科

技的兴趣和向往。

3 月 18 日上午，武乡县城关小学操场四

周挤满孩子们翘首以盼的身影。伴随着轻快

的音乐，机器狗“笨笨”率先登场。它踏着节

拍摇头晃脑，时而转圈打滚，时而向孩子们

“招手”，憨态可掬的模样惹得学生们咯咯直

笑。一年级学生冯煜涵的童声穿透掌声：“我

长大了要造更厉害的机器人！”

紧随其后的机器人方阵更将气氛推向

高潮，30 余台机器人在操场中央翩然“起

舞”，或舒展机械臂划出流畅弧线，或踏着节

拍灵活变换队形，围坐四周的学生集体起立

欢呼，掌声如潮水般涌向场中央。四年级学

生安诗蓉踮起脚尖，仿佛在观看一场机械芭

蕾：“它们的每个动作都像被施了魔法！”孩

子们追逐着金属光泽的身影，指尖触碰未来

的温度，清澈的眼眸里映出星辰大海的轮

廓。

六年级学生张梓铭凝视着机器人流畅

的舞姿，想起春晚荧屏里的高科技造物，此

刻正真实地在他眼前划出银色弧线。这些此

起彼伏的惊叹，恰似春笋破土的轻响，在科

技教育的沃土上悄然萌发。

“我们不是在展示科技，而是在点燃火

种。”武乡县科协主席李旭东望着操场若有

所思。他身后，几个孩子正围着追问“笨笨”

的绝活还有哪些，稚嫩的手掌贴在机器狗的

身上，感受着精密机械传递的奇妙震颤。这

种“轻量化”科普的深意，正如春日细雨般浸

润心田，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科技神话，已

然化作触手可及的未来拼图。

“看着孩子们热爱科学，拥抱新科技的

热切心情，我们内心感觉无比的荣幸！”李旭

东表示，下一步，武乡县科协将继续秉持“普

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的服务意识，积

极构建科学教育新方式，为孩子们带去更多

生动精彩的科普教育活动，共同探索更加美

好的未来。

“萌宠”进校园点燃科技火种
长治市武乡县：

张建波：

以专业引领教研，以创新推动教育

在教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默默耕

耘、不断探索前行的教育者，他就是北京市第十四中

学的高级教师及教研组长张建波。张建波以执着热

爱和不懈追求在教育行业深耕多年，成就斐然，成为

业界权威，不仅为学生点亮知识之光，更为教师团队

树立了典范。

张建波自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始终坚守在教学

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精心培育每一位

学生。凭借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张建

波逐渐成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乃至北京市西城区教

育行业的核心人物。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

间，他荣获北京市西城区骨干教师（校学科带头人）

称号，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教学能力的肯定，更

是对他在教育行业深耕细作的认可。随后在 2022~
2023 学年，张建波更是凭借卓越的教学成果和突出

的贡献，被评选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系统年度优秀

教师，这些荣誉见证了他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与

对教育质量的执着追求。

作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的教研组长，张建波深

刻理解团队合作与教研创新对于提升学校整体教学

质量的重要性。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他始终贯彻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断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教学

方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张建波认识到每

位学生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因此他致力于为每

位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支持与指导。他基于日常

教学经验撰写的论文“教育教学叙事———激励是教

学成功的法宝”荣获北京市第四届“智慧教师”教育

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这篇论文集中体现了他对教

育和教学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总结。他强调激励在教

学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运用巧妙的激励策略，点燃学

生的学习激情，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帮助学生建立

自信，取得更优异的学业成绩。此外，他的另一篇论

文“注重观察，寻找学生的闪光点”也在北京市第七

届“京研杯”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在这篇论文中，张建波分享了他在教学过程中如何

细致地观察学生，发现他们的独特优势和亮点，并以

此为突破口，实施个性化教学，引导学生充分展现自

己的潜能，实现全面成长。

张建波凭借在教育行业的杰出贡献与专业威

望，成为了学生敬仰的良师、教师团队中的楷模。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教育的真谛，以无私的奉

献和不懈的努力为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

望。未来，张建波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砥砺前行，为

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推动教育行业的持续发展而

不懈努力。 何绍钧

大气科学研究

3 月 21 日，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大气科学班与
好望角社团走进省气象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学生们通过
现场参观，收获了气象知识和实践经验，激发了大家投身
大气科学研究的热情。 姻 张蕴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