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6 2015 年 5月 14日 星期四 Tel押（010）62580616 主编：计红梅 编辑：陈彬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daxue＠stimes.cn

马方方：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
姻本报通讯员 殷晶晶 记者 陈彬

师者

最好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
———福州大学生态校园建设纪实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阵朦胧的细雨过后，长弯山烟雾缭绕，一
叶孤舟飘荡在内河之中，时有白鹭飞过，岸边是
满眼的新绿、浮动的暗香，透过绿植的间隙，雕
像、石碑、小桥、亭台……更显得分明。这样一幅
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吸引了福州大学师生赶来
记录下“空山新雨后”的胜景。

然而，就在十多年前，这样的情景是不敢想
象的。坊间曾编了一段顺口溜，“师大像教堂，中
医学院像庙堂，福大像厂房”，说的就是当年以工
科为主打的福大缺少人文气息。

十多年后，一座山水校园在师生、校友一砖
一瓦的培土之下，成为一座“建在花园里的厂
房”。而事实上，这不仅仅只是视觉上的改观，伴
随而来的育人理念也同样动人。

鼓励学生“爱美”

由“厂房”到“花园”，一个最直接的改观就是
厂房的顶层不再闲置或堆砌废品，而是越来越
多的“万条垂下绿丝绦”。

校园保持了原有村庄的山水生态，绿植颇
多，银杏、香樟、蓝花楹、盆架木、芒果树……近
200 种植物分布在水面岸边、木栈道、环校路等
地。漫步其中，与野鸭、白鹭、黑水鸡等禽鸟为伴，
好不乐哉。

然而，这在以工科见长的福大显然还不
够———有了体现女性之美的“杏花江南”，自然
也不能缺少了代表阳刚之美的“骏马秋风祭北”。

旧的发电机、变压器，不同年代的大齿轮，
油漆之后是很好的工艺美术品。集合了 20 多种
钢材的节点树，总是在课堂上被当作教学范例，
课后引来学生好奇围观。为了不让学生误以为
这些工业艺术品是随便摆放的闲置物品，学校
还特意为模型做了基座。

在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永正看来，之所以

下大力气搞好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不是因为受调
侃的挑衅，更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还要爱
美”，因为“只有爱美之人才会有无穷的创造力”。

陈永正解释说，大学处处要考虑育人的功
效，而最好的教育就是“润物细无声”———让学生
自己去感悟的教育，比外在施加影响可能会更
好。“人都有一种心态，当你在凌乱的地方，对自
己的言行不会很注意；当你面对美好的事物时，
爱惜之情会油然而生。久而久之，言谈举止就会
跟周围环境相匹配。”

形成高雅的言谈举止绝非一朝一夕，但却来
自一点一滴。在福大，所有的绿地、空地禁止出现

“不准践踏”“不准放车，违者放气”……这样生硬
的标语。因为在校领导和师生看来，不能为了建
设文明校园，使用不文明的语言，否则这样造成
的结果也将是不文明的。

散步时接触高科技

生态校园的提出，也让大学成为前沿科技的
“练兵场”。

素有“火城”之称的福州，空调是夏天必备之
物。如果有一种智能系统，根据教室人数自动打
开空调，用电浪费的情况分将大大改观。同样，校
园里的路灯根据气候、光线自动开启，而非定点
打开，也会为学校节能作贡献。

这样的应用，在福大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张
昂、林培杰两位青年教师的手中变为现实。他们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校园是很好的试验基
地”，他们所作的研究对于偏远地区照明、市政推
广亦有帮助。

更为难得的是，通过参与校园建设，学生有
了一次难得的体验。福大集成电路专业研究生邵
伟明表示，从书本知识到实际应用，看似一步之
遥，但实际上，为了弄懂“死区时间”这样一个概

念，通常要在实验中烧掉两三次电路板。“在实
验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又能为学校建设作贡献，
内心收获了极大的满足。”

据福州大学副校长王耀华介绍，像这样的
科技生态建设还有很多，如环境与资源学院的
校园热岛效应分析、光催化所的自动清洁墙面、
空间中心开发的遥感地图等，就连后勤部门也
开发了给排水系统，保证实验用水不间断。

这些高科技静静地“躺”在校园里，有时候
甚至看起来“不起眼”。

一座被人误以为是当地村民捐资的小桥，
却是由超高性能混凝土打造而成，主体壁厚仅
10 厘米，跨径 10 米长，别看它单薄，但强度却接
近钢。

据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陈宝春介
绍，这是中国第一座、世界第三座超高性能混凝
土桥。在工程建设上，混凝土是仅次于水的第二
大材料，超高性能混凝土是南海人工岛建设的
必备材料。

处处留心皆学问。在水系发达的校园内，还
有一座参照编织工艺架设的木拱桥，它恢复了

《清明上河图》的桥梁结构，校方正准备申请世界
文化遗产。

这些小桥，总是在经人介绍之后，师生、校外
人士慕名前来走走踏踏。“不出校园，在散步的过
程中就可以接触高科技，也让高科技和学生不再
遥不可及。”陈宝春说。

校友反哺文化建设

曾经的“文化沙漠”正在向“文化绿洲”改观。
福州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研究生林航

就是这一改观的见证者。从一幢孤零零的教学楼
立于荒僻之地，到校园绿地上学生欢声笑语，“绿
荫、花香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融入校园活动”。

亲身参与校园桥梁设计的他曾手书了一幅
书画作品赠予导师陈宝春，纪念这段特殊的学
术经历。而他也从昔日的福大书画社顾问，升格
为名家讲座的邀请者，也因此与文艺界名人成
为朋友。

“文化绿洲”不单单是个人的体验。记者了
解到，各个学院的文化馆群建设，也将在今年启
动。展示茶文化的晨曦茶博苑、追忆福大三位先
生的三种精神纪念馆、剖析火山形成的地质矿
产博物馆……不久的将来，这些馆群还将免费
向公众开放。

这其中，有高校环境育人的理念引导，也少
不了校友的鼎力支持。

位于福大校门不远处是两座 1 亿年前的火
山，一次偶然的野外科考，福大紫金矿业学院教
授彭向东发现了火山地质遗址。如今，它在日本
校友的捐赠下，即将还原 1 亿年前白垩纪的古生
态景观，供在校学生、市民了解火山的形成、喷发
原理。

福清园、晋江园、同心林、劳模林、香港校友
芒果林、福友阁……像这样由校友捐建的馆群、
亭台、树林，让人不禁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校园里
的一草一木皆来自于校友。而这也是福大努力的
方向。

陈永正把向校友募集资金，比作校领导外出
“化缘”。“不动用学校经费搞景观建设，把校园建
设得如此美丽。”也得到彭向东等教师的好评。

“我时常跟教师、辅导员们说，要爱学生，真
真切切地关心他们成长，不能等到校友成功的时
候再去找他。而创业型大学的校友反哺校园，这
一行为对在校生也是很好的鼓励。”陈永正说。

福州大学图书馆前的日晷，孩子们爬上爬
下。当太阳移动时，晷针的影子也会跟着变动。日
晷记录了时光，也记录了在环境育人理念的引导
下学生的成长、变化。

简讯

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
落户北京林业大学

本报讯 日前，“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在
北京林业大学成立。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
司司长刘拓和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共同为基
地揭牌。

据悉，该基地组建后，国家林业局和北京林业
大学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创造条件，积极探
索以人才为基础、科技为依托、基地为主体、项目为
载体、改革发展为目标的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新机
制，在各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促进中国集体林经营
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农村林业改革与发展。

揭牌仪式后，召开了“中国农村林业改革与发
展”专家座谈会。专家们就农村林业发展的热点问
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铁铮）

清华大学三大选拔项目“错峰”初试

本报讯 5 月 12 日，清华大学公布领军人才选拔
初试实施方案。为了能为考生参加多所高校自主招
生的测试提供方便，该校将初试时间定于 6 月 12 日
进行，时间上完全与其他高校错开。

据悉，今年全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首次在高考
结束后进行。目前多数高校都将自主招生的初试时
间定为 6 月 13~15 日。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世洁表示，通过清
华大学三大自主选拔项目“自主招生”、“领军人才选
拔”和“自强计划”初审的考生，同一时间进行初试，并
采用同一套考题。此外，清华大学还将在除西藏外的
全国各省设立初试考点，考生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
灵活地选择考点参加考试。据了解，清华是唯一在全
国开设领军人才选拔初试考点的高校。 （陈彬）

陕西省高校学生“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征文比赛颁奖

本报讯 5 月 8 日，由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高
校学生工作部、西北大学学生工作部、西北大学研
究生工作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的全省高
校学生“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征文比赛颁奖大会
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举行。

征文比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讨论交流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发展理念和思路，加强“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学术研究，鼓励全省高校学生积极
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相关问题学术研讨。活
动自 2014 年 12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学生提交的论
文 91 篇。 （史涛）

教育部与微软开启第五期“长城计划”合作

本报讯 5 月 11 日，记者从微软公司获悉，教育部
近日与该公司共同开启了第五期“长城计划”合作。

据悉，新签署的三年合作将针对教学资源、学生
培养以及教师培训等，多维度地加强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除继续开展面向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合作项目
外，还将提升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的大学计算机基
础教育相关课程，同时选派微软优秀的研究人员与
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课程计划与授课。

2002 年 6 月，教育部与微软共同启动了旨在帮
助提升中国高校计算机基础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的“长城计划”。在过去的 12 年里，作为“长城计划”
的具体实施单位，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国内多所高校
开展了系统、有针对性的合作。 （计红梅）

“高强高模（高模）碳纤维产业化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在北化工签订

本报讯 5 月 8 日，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北京首都
科技发展集团就“高强高模（高模）碳纤维产业化项
目”战略合作，在北京化工大学举行签约仪式。

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芳介绍了关系国家
战略安全的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关键技术方面的
研发进展，并表示此次签约标志着高强高模（高模）
碳纤维产业化进入新的阶段。

据悉，北京化工大学与合作单位将在碳纤维制
备技术开发、科技创新平台共建、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广泛的、全方位的合作，实现“政、产、学、研、
用”协作共赢。 （温才妃）

中北大学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赛一等奖

本报讯 日前，2015 年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成绩揭晓。中北大学学生的“搜索失联飞机”
项目荣获一等奖。

据悉，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始于
1985 年，由美国数学及应用联合会主办，享有数学建
模“奥林匹克”之称，今年有来自全球的 1 万余支队
伍参赛，是有史以来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中北大学

“搜索失联飞机”项目以 MH370 航班失事为背景，为
寻找失事飞机确定搜索范围、方法、可操作性、费用
以及时间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程春生李林霞）

江苏大学与新大洋公司
成功联合研制小微电动汽车

本报讯 近日，两辆小巧、可爱的校园巡逻车出
现在江苏大学校园里，这两辆微型电动汽车是由江
苏大学和新大洋电动车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其研发
的全过程在江苏大学校园内完成。

记者了解到，从 2008 年开始，江苏大学就与新
大洋联合开展了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合作。历经近七
年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双方的联姻终于结出了
成熟的果实，推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微电动
汽车进入了意大利、法国等欧美国家市场，在国内
成为许多城市第一款获准上牌的纯电动汽车。

据了解，在前期开展新能源汽车研究的基础
上，新大洋和江苏大学又联合成立了工程技术研究
所，双方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长期合作。（吴奕）

北京物资学院举办第七届物流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陈彬）5 月 6 日,第七届物流文

化节暨京津冀物流文化节在北京物资学院举
行。京津冀三地高校和物流企业，以及国内外
物流界学者与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悉，“物流文化节”是以学生为主体组织
和参加的校园文化活动。该活动旨在传播物流
文化知识、宣传物流文化理念、促进物流文化
交流、推动物流文化发展。本届物流文化节组

织了物流博物馆设计方案大赛、物流企业沙盘
模拟经营大赛活动、物流争霸活动、中德物流
日、物流知识竞赛、物流拣选大赛等 10 多项主
题活动。

本届物流文化节以“京津冀物流文化”为主
题，旨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加强京津冀
高校之间的交流，推进京津冀企业与高校的合
作，为京津冀物流的发展培养更多适合人才。为

此，北京物资学院联合京津冀三地高校和物流
企业参与了文化节的系列活动。

据介绍，2004 年北京物资学院在全国率先
创办“物流节”，并于 2009 年首次举办“物流文
化节”，至 2015 年已连续举办七届。每届物流文
化节都被赋予鲜明的主题，2012 年起得到中都
物流有限公司赞助，冠名为“中都杯”物流文化
节，一直延续至今。

5 月 9 日，2015 年校园开
放日暨北京市第三届高招联合
咨询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
区举办，北京地区 53 所本科高
校全部参与，系 2015 年规模最
大的公益性高招咨询活动。

据悉，2015 年北京高考填
报志愿方式进行了改革，首次
实行考后知分大平行填报志
愿。高招咨询会现场，不少考
生、家长与高校相关人士面对
面进行交流。

图为一名家长在北京建筑
大学咨询点打听专业情况。

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
陈勐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韩琨）5 月 7 日，清
华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国内首个基于混
合式教育模式的学位项目———“数据
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项目。该学位项
目将依托“学堂在线”平台建设满足培
养要求的完整成系列的数据科学与工
程专业在线课程组，并格外强调线上
与线下、学习与实践高度融合。

据介绍，该项目突破了传统专业
硕士学位的招考和培养模式。在招生
录取环节，该项目将以在线课程学习
代替专业考试，面试则重点考核创新
实践能力。

“这种招考模式使得在线教育平
台所记录的学生学习行为的大数据，
成为辨别可造之材的关键，使专业考
试从偏重知识考核转向注重能力考
核。”该项目学术负责人、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副主任武永卫说。

而在培养环节，该项目课程都将
采用基于在线课程学习的翻转课堂。
学生通过“学堂在线”平台学习理论知
识，定期与老师、同学进行研讨，并针
对实际问题开展系统性专业实践。为
此，该项目以实践为导向精心设计了
课程体系，既会聚了该校相关院系的
知名教师，还将由研发一线专业人士
讲授企业案例课程，并与百度、阿里等
公司合作建立学生实践基地，还特别
按需定制专用大数据实验平台，促进
专业硕士的实践能力培养。

据悉，该项目将于 2015 年秋启动
第一次招生，2016 年第一批学生进入

该项目学习。项目旨在培养数据存储、运行监
管、智能分析挖掘及战略决策等专门人才，这些
人才可胜任数据存储管理师、数据分析师乃至
数据科学家、首席数据官、商务分析师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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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5 年毕业留校至今，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方方已经在母校的三尺讲台
上耕耘了整整 30 年。这 30 年间，马方方养成了一
个习惯，总是喜欢在每次上课前照照镜子。“课前
注意仪容仪表，不是要求穿着多么华丽，但必须干
净整洁，大方得体，以最优雅的风度面对学生，这
是对课堂的尊重。”她说。

正是秉持着这种对课堂的尊重，30 年间，马
方方收获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尊敬和爱戴，2014
年，她本人也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

方法简单，要看是否用心

经常有人批评国内高校的课堂相比国外缺
乏一份互动和沟通，而在马方方的课堂上，最不
缺少的就是这份沟通。

在多年的教学中，马方方先后承担过《政治
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货币银行学》等多门本
科生课程和《货币金融理论》《宏观经济调控与政
策讲座》等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无论对于哪
门课程，她都不希望这堂课仅仅是一个人在讲。

“一堂课如果是老师一个人干巴巴地讲下来，感
觉自己也难受，而上好一节课便是一种享受，这
是互补的。”

然而，为了给学生，也给自己带来这份“享
受”，马方方付出了不少。

在她看来，上课保持与学生产生良好互动的

方式有很多，比如想方设法让学生应用课堂原
理，“或结合现实，或结合后面的内容”，尽量启发
他们运用学过的知识，“不停地问他们”。

“这些方法其实很简单，但关键是，你会不会
用心准备。”马方方说。

直到今天，即使是最熟悉的课程，马方方还
保持着备课的习惯，并注意随时把最新学术动
态、科研成果和相关学术信息补充到教学中，并
积极探索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此外，即使是考
试，她也注重对学生交流能力的培养。

马方方的研究生葛丽娜谈到，老师的教学方
法很新颖。“研一期末考试时，我们不是笔试做试
卷，也不只是交论文，而是‘口试’。”她解释说，考
试时，每个人要将论文的整体思路和研究内容等
做成 PPT，考试当天，在班上将论文讲出来，但这
还不算完，马方方还会针对论文中出现的问题给
出意见，限时修改，再根据最终论文给出期末成
绩。“通过这样的考试我们对于一个学期的课程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
逻辑思维能力。”

真正走近学生

马方方有一个女儿，年纪和她所教的学生
相仿。于是，她会经常留心自己女儿的行为和喜
好，喜欢听什么流行歌曲，喜欢看什么电影，追
什么剧。她这样做的初衷，并不完全出于对女儿

的关心，而是更希望以此走进学生们的世界，培
养和学生们的话题。“话题多了，我觉得自己也
年轻了许多，学生也把我当成了朋友，有什么心
里话都会跟我讲。”

真心爱学生，爱自己的事业，这是马方方 30
年来教书育人的内在动力。面对“80 后”“90”后的
学生，她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为
此，她还申请注册了人人网、QQ 和微信，在这些
平台上时常与学生们互动。

在一次聚会上，马方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把自己教过的学生建一个微信群，让大家相互
学习、沟通。学生们给这个群起名叫“马家军”。
从那以后，马方方的学生都戏称自己是“马家
军”，谁看到一篇好文章就分享到群里有困难了
也会到微信群里寻求帮助。

采访中，马方方的研究生樊怡表示：“以前我
们最多只能认识上两届的师兄、师姐，现在就不会
这么局限了。最近我正在找工作，就会在微信群里
咨询已经工作的师兄、师姐，遇到困难，在‘马家
军’这个大家庭里总会得到帮助。”

“只有真正走近学生、了解学生，知道他们想
什么，理解他们的语言，才能跟他们良好沟通，引
导和教育他们。”马方方说。

如约而至的关心

和学生接触多了，马方方也就更体会到了学

生们生活中的不易，而如果遇到有困难的学生，她
的关心也就会如约而至。

“马老师特别细心，就像妈妈一样关心和照顾
我们。”马方方有两名来自外地的研究生———陈恒
和谷屹。2009 年元旦，其他同学都回家过节去了，
刚刚读研一的他俩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回家。面
对冷冷清清的校园，他们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元旦那天，马老师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别的
安排，没有的话就到她家里吃饺子过新年。在马老
师家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那是我们最难忘的一
个新年。”陈恒说。

2011 年，马方方的一个研究生，因不太适应
新的环境，心理有些波动。马方方对他特别关
心，协助学院学生工作干部帮他调节情绪，寻找
学习方法，融入新的集体，顺利适应环境。

“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培养教育，学习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循循善诱，
生活上关心帮助。”马方方说，“对学生的满腔热
情，对教书育人的热爱，是我无穷无尽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