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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正在表演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人工智

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我们正在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

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寄希望于年轻人。大家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

增强国之能，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宽广舞台上绽放绚丽的青春光彩。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支撑，实现高质

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作为科技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校肩负

着加快培育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的重要使命，理应

加快构建智能时代学科交叉融合新生态，培育适应未

来的创新人才，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人工智能与传统学科加速融合，人工智能

应用早已突破学科界限。学科建设紧密围绕国家战

略需求，打破院系壁垒与学科界限，建立“需求定义

学科、场景激活融合”的动态机制，让学科发展扎根

于智能医疗、数字治理等复杂现实问题的求解实践

中。在课程体系方面，通过通识教育培育数据思维等

“公约数常识”，以跨学科方法论课程强化学生复杂

问题求解能力，并将产业真实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

实际目标，实现从知识传授到创新能力培养的跃升。

具体而言，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中，我们

创新打造了立体化培养空间，借鉴“智能学科微辅

修”“跨学科创新工作坊”等模式，把企业真实课题，

像电商智能客服优化、手术机器人路径规划等，嵌入

“课堂—实验室—应用场景”，借助虚拟仿真实验室

与产业导师制，形成“做中学、学中创”的沉浸式产教

融合生态，使学科融合扎根产业变革实践，帮助学生

更好适应实际需求。再者，学校响应国家“揭榜挂帅”

制度，设立独立运行的交叉学科研究院，赋予其资源

调度、团队组建等自主权，构建“大团队攻关大项目”

模式，聚焦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开展全链

条创新，使其成为学校突破学科壁垒、汇聚多学科智

慧的最佳场所。

长远看，人工智能释放的创新发展活力将深远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对高校而言，优化资源配置机

制，为“人工智能+任意学科”等新兴交叉领域发展，

提供长周期稳定支持，使高校成为响应国家战略的

“创新策源地”。落实好党和国家对新领域人才培养

的要求，高校应积极从过往“单学科比拼”向“学科群

落共生”转变，加快教育数字化与学科现代化深度联

结。同时松绑教师评价体系，将行业标准制定、技术

转化效益、跨学科教材建设等纳入考核，让深耕跨界

领域的学者获得制度认可，进而形成既激发创新活

力又坚守育人初心的学科发展新生态。

这就需要重塑多元价值导向评价“坐标系”，破

解“唯论文”积弊，让多元成果得到认可。“问题原创

性、方法突破性、实践贡献度”等方面可以成为人才

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既要认可高水平论文的理论

价值，也要赋予专利组合、行业解决方案等多元成果

同等地位，鼓励创新团队在真实场景中深耕细作，从

而达成从“自由探索”到“靶向突破”的进阶。原始创新

破茧而出、跨界人才脱颖而出，需要这样的良好环境。

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知识生

产逻辑的重塑。唯有以系统改革破局开路，才能在学

科生态重构中孕育无限可能，让高等教育成为新质

生产力的孵化器、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实基石，为民族

复兴伟业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科学导报讯 2025 年山西省“中学生英才计划”

师生见面会近日在山西大学举行。来自 12 所参与

中学的 340 名中学生经过学校推荐、线上笔试、现场

面试、网上公示等环节，40 名优秀学员成为今年度山

西省“中学生英才计划”学员，他们将在山西大学各学

科导师团队的悉心指导下开展为期一年的学科培养。

见面会上，山西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院

长曹付元表示，作为导师，今后将尽心尽职做好学生

培养工作。新入选学员将通过一年的学习，跟随导师

走进重点实验室，亲身经历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参

与科研课题的算法实现、数据分析，感受科研最前沿

的脉搏；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组队，用创新思维挑战学

科交叉的未知领域。 沈佳

2025 年山西省“中学生英才计划”

师生见面会举行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实习记者 董舒方

K 科教聚焦
kejiao jujiao

5 月 16 日，山西大学音乐厅内人声喧

闹、鼓乐铿锵。厅外，初夏微风送来晋韵余音，

引得师生驻足；厅内，十余所高校学子以青春

之姿演绎非遗，让传统与现代、古韵与新声碰

撞出独特魅力。当日，2025 年山西省大学生

“非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赛特色节目展演在

此圆满收官，为这场持续数日的非遗文化盛

会添上浓重一笔。

本次大赛由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

11 所高校大学生展演。他们在此前的预选赛

中，从全省 31 所高校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以歌舞、情景剧、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现了

当代大学生对山西省传统非遗的关注与传

承，更以“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十周年

山西成果展为契机，全面呈现了非遗保护与

传承的丰硕成果。

大赛拉开帷幕，率先登场的是左权民歌

与左权开花调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以几句《桃

花红杏花白》的清唱惊艳开嗓，瞬间吸引了全

场观众的目光。表演者气息沉稳、声调嘹亮，

那悠扬的歌声仿佛具有神奇的魔力，将所有

人都带到了太行山脉那片茂盛的杏林之中。

随后，唢呐声适时衔接，激昂的旋律在空气中

回荡。紧接着，一群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年轻

女大学生活力满满地登上舞台，热情洋溢地

跳起了左权特有的民间舞蹈。她们脸上洋溢

着明媚灿烂的笑容，舞姿轻盈柔软却又不失

力量感，恰似后方电子屏上奔腾不息的黄河

之水。果真，只有涌动着磅礴力量的土地，才

能孕育出如此豪爽热情的人民。

“这个傻小子啊，整日里只记挂着祖训、

祖训，却偏偏把那最后一条忘得一干二

净———传承绝不能断。”情景剧《最后一条祖

训》中这样掷地有声地讲道。在这个瞬息万

变、飞速发展的时代，众多承载着岁月记忆的

“老手艺”店铺门前，早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喧

嚣，变得门可罗雀。山西传媒学院的大学生们

用一台情景剧告诉人们：身处当下的非遗传

承人，不应一味地恪守陈规、故步自封，而应

将目光投向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代，

巧妙地把“旧手艺”与“新时代”有机融合，积

极探索出一条契合时代需求的崭新传承之

路。

霸王鞭是流传于晋中市榆社县境内的一

种特色民间舞蹈形式，它巧妙融合了舞蹈、武

术与体育元素，独具魅力。舞台上，晋中学院

的学子们以精湛的技艺将这一舞蹈形式演绎

得淋漓尽致，尽显“霸王”的磅礴气势。随着霸

王鞭啪啪作响，那富有节奏感的声响仿佛有

一种无形的力量，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观众的

心灵。这精彩的表演也如同一记响亮的“鞭

策”，时刻提醒着大家：山西传统非遗技艺蕴

含着无尽的精妙与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采访非遗传承人的环节，现场所有观

众都安静了下来，静耳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这些非遗传承人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中有

左权民歌和开花调的传承人、有永济亮宝的

传承人、有从 9 岁就跟着妈妈坐诊行针的年

轻姑娘……他们对山西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

精神令在场众人深受鼓舞。

此次大赛搭建起中外文化对话的桥梁，

让非遗技艺碰撞国际灵感。来自山西大学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的留学生，分享了他们与山

西非遗文化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

的痴迷剪纸，有的醉心花馍，他们在台上展示

亲手制作的作品，赢得台下阵阵喝彩。“这可

真是洋弟子与老物件的巧妙碰撞啊！”一位观

看大赛的大学教授这样说道。

本次大赛于下午四时圆满落幕。当所有

非遗传承人与大学生表演者于舞台致谢时，

台下掌声如潮，观众纷纷起立致敬。正如活动

主办方所说：“青年是非遗故事的续写者，更

是文化自信的践行者。”山西正以青春活力激

活非遗基因，当下山西非遗文化恰似初夏的

蓬勃生灵，迎来茁壮生长的黄金期。未来，山

西将持续深化“非遗+青年”融合模式，借助研

培计划、创新赛事、文创开发等多元举措，培

育非遗传承新生力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双创”发展添动力，在新时代为文化建设贡

献独特力量。

非遗正青春 晋韵焕新潮

科学导报讯 5 月 10 日，第二届“CCF 公益

日———科普在行动”系列活动暨“山大附中科普基地

开放日”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

办、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承办，以“智能向善，公益无

限”为主题，吸引了太原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及家长参

与体验。

活动期间，CCF 科普教育基地正式揭牌，山大附

中成为全省首个面向青少年的计算机科普教育阵

地。该基地将依托山大附中国家级实验室集群与先

进的科学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编程、人工智能等启

蒙课程，以及竞赛教学、科创活动等特色课程。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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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娟娟：用爱点亮“星星”的引路人

学科交叉融合：
智能时代的教育新生态

五月的泽州草木葱茏，泽州县特殊教育

学校走廊里，生活常识图片与柔软挂件相映

成趣，教师们的笑容如春风，为特殊孩子带

来希望。田娟娟便是这群教师中的一员，她

以爱为舟，载着特殊孩子们驶向成长的彼

岸；她以责为帆，助力孩子们在人生的海洋中

破浪前行，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希望灯塔。

以爱为桥，搭建成长港湾

初次接手新生班，班上孩子情况各异：有

的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为零，抗拒校园生活；有

的情绪波动大，无法适应课堂秩序。田娟娟选

择住校，全身心投入帮助孩子们适应校园。

怀孕期间，一次意外让她难忘。班上的

涵涵突然情绪失控，一脚踢向她的肚子。同

事急忙将她送到乡镇卫生院，好在宝宝平

安。领导、同事和家长的关怀，让她更坚定了

走特教之路的决心。此后，她积极请教经验

丰富的老师，学习应对孩子情绪问题的方

法，也注重自我保护。每天清晨，她第一个到

教室，清洗餐具、整理桌椅、擦拭黑板，用细

致关怀开启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课堂上，她

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课间，化身“贴身守护

者”，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午餐时，成为“生活

导师”，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在孤独症儿童

康复训练和听觉统合训练中，她耐心引导，

与家长密切沟通。夜幕降临时，孩子们入睡

后，她才拖着疲惫身躯回宿舍。

后来，田娟娟有了自己的孩子，接手新

生班时又想住校。虽然爱人全力支持，但年

幼的孩子起初哭闹要妈妈。为兼顾家庭和工

作，她常等学校孩子入睡后赶回家陪自己的

孩子，第二天早早回校。她给孩子讲班里哥

哥姐姐的故事，如今孩子懂事地让她去照顾

学校的哥哥姐姐，谈及此，田娟娟眼中闪烁

着对家人的感激泪光。

以德为先，培育健全人格

对于特殊教育学生而言，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以及树立正确的认知观念，是他们融

入社会的重要基石。田娟娟深知，要达成这一

目标，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耐心与努力。

每周一的思政班会课，她结合生活实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品德和行为规范，让

德育渗透到日常生活。每天放学前一分钟，她

提醒孩子们交通安全、饮食卫生等安全常识。

寒暑假前，通过播放安全教育视频、发放安全

手册、与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等方式强调假

期安全。日常教学中，她一遍遍地教导学生上

厕所排队、进教室坐好、回答问题举手等行为

规范，见证着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

班上有个孤独症孩子情绪常失控，会尖

叫、掐同学、抓自己。每当这时，田娟娟总是

第一个冲上去抱住孩子、轻柔安抚，寻找情

绪根源，教他正确表达需求和情绪。课后，她

主动与家长沟通，分析孩子情况，提供教育

指导。经过努力，孩子慢慢学会遵守规则、尊

重他人，融入了集体生活。

因材施教，点亮希望之星

在田娟娟的课堂上，因材施教是坚守的

准则。她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有

着闪光点和潜力。

小刘同学是孤独症患者，长期封闭自

我，不愿交流。家长最大心愿是听到孩子叫

“妈妈”。田娟娟为他制定语言训练计划，每

天抽出时间一对一教导，引导他模仿口型、

感受声带振动。经过多次尝试和练习，小刘

发出了模糊的“ma”音，那一刻，田娟娟心中

满是感动。

多年来，田娟娟的付出获得广泛认可。

她的课多次获省、市、县级优质课奖，她的课

件《常见的饮品》入选 2022 年山西省特殊教

育精品课基础教育资源库，她还获得“教学

能手”“种子名师”等荣誉。但在她看来，学生

学会新词语、能独立完成小事，才是她前进

的动力。

谈及未来，田娟娟眼中充满坚定：“特

殊教育是充满爱与责任的事业，我会坚守

初心，用爱与耐心陪伴孩子们成长，探索

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助力每个特殊孩子实

现更多可能，让他们绽放属于自己的光

芒。”

———2025 山西省大学生“非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赛活动侧记

纸翼凌云
铁翼争锋

5 月 16 日，在太原科技大学第 46 届田
径运动会开幕式上，该校 New Maker 智能实
训基地航模协会航模队队员托举飞行器准
备进行“纸翼凌云铁翼争锋”竞技表演，将科
技创新与体育精神完美融合。 姻 赵夏雨摄

山大附中入选

“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普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