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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形容他的课：通常以几个
实验开篇，吸引大家的注意，然后
引出他想讲的内容；他提出的问题
环环相扣、由浅入深，绝不会让课
程因简单而无趣……

在“宝武杯”全国杰出中小
学中青年教师金奖获得者、北京
四中正高级物理教师魏华心里，
一节好课应该是这样的：教师如
同一位智者，笑眯眯地听着学生
侃侃而谈，只言片语便能帮助学
生找到答案，又或一针见血地指
出学生的问题。

“这种状态是每名教育者都向往
的。他很亲和，与学生关系融洽；
他很智慧，永远知道学生的问题在
哪儿；他很潇洒，在课堂上无比从
容……我希望成为这样的教师、这
样的智者。”魏华说。

打造有活力的课堂
坐在魏华的课堂里听课，一些

细节很难被忽略。上课前的致礼，
他和学生们相对鞠躬，腰会弯到90
度；每当有学生小声嘀咕关于课堂

问题的思考，即使魏华面朝黑板，
也像有特异功能一样，可以精准定
位到那朵思维的小火花……

魏华说，每一名学生都是鲜活
的个体，是与教师有着完全平等关
系的主体。师生是在一个教室里，
共同来上一节课，共同来学一个知
识点。教师负责创设情境、提出问
题、组织讨论、引发思考，学生负

责思考、讨论、质疑、建构知识体
系。

很多年前，魏华参加北京市优
秀课堂教学设计答辩。评委问：“你
觉得什么样的课是一节好课？”当
时，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认
为能解决学生问题的课一定是一节
好课。”

（下转第二版）

助学生跑好人生马拉松
——记北京四中物理教师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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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记者来到河北省涞水县受
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马各庄小学采
访，听到一位校长沉着应对、智救村民的
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马各庄小学校长张
文玲。马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文广对记者
说：“多亏了张校长及时发现险情，迅速转
移，才保证了乡亲们的生命安全。”

马各庄小学位于拒马河支流小溪河西
岸。7月31日晚上7时许，连续3天的大雨
汇成洪水，许多房子被冲毁了，高文广将河
东低洼处的40多名受灾群众转移到位置较
高的马各庄小学避险。

看到大雨中的村民，张文玲赶紧把教学
楼一楼3个教室的门打开，将大家暂时安置
在这里。

正当张文玲和同事忙前忙后的时候，灾
难来临。去二楼拿东西时，张文玲不经意间
抬头，发现后面山上的树正一排排地倒下
来，同时地面晃动、巨响四起。张文玲本能
地向村民喊道：“赶紧跑！”她领着大家迅速
向楼前操场撤离。这时，教室后窗瞬间破
碎，夹杂着大量泥沙、石块、树干的泥石流
疯狂冲进校园。

当大家撤到操场时，发现学校大门已经
被冲毁并堵死，唯一的出口被阻断了。

（下转第二版）

她在校园架起“生命之梯”
通讯员 吴小静 刘泽峰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影报道

走近2022年“宝武杯”全国杰出中小学中青年教师金奖获得者
中国教育报刊社 宝钢教育基金会 主办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有
一片杏林，这是70年前创业者们
栽种的，寓意“为党为国育英
才”，如今已然枝繁叶茂。从“哈
军工”到“哈船院”再到“哈工
程”，无论校名如何变更，不变的
是人才培养的初心，一批批铸造国
之重器、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奋斗
的卓越人才从这里走向祖国各地。

作为一所行业特色型“双一流”
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多年来一直
坚持“新工科”建设，不断创新求变，
凭借在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
发、核能应用“三海一核”领域的强
悍实力，立足自身办学特色与优势，
瞄准新兴产业新需求，探索出了“新
工科”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打破学科壁垒，设立全
国首个智慧海洋技术专业

“‘新工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才？怎么培养？只有想明白了，才
能做明白。”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
院常务副院长耿敬拿起一份《哈尔
滨工程大学“新工科”建设专项行动
方案》，她介绍，学校2017年与国家
同步开始探索“新工科”建设，这份
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方案是推进

“新工科”建设工作的有力抓手。
2021年9月，哈尔滨工程大学

未来技术学院成立，校长姚郁担任
学院院长。“我们成立未来技术学
院，目标就是培养引领海洋未来技
术发展的科技领军人才。”耿敬说。

未来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充分
体现“打破传统专业学科壁垒”的
特点，其中智慧海洋技术专业更是
全国首个。“与传统的海洋工程类
专业相比，智慧海洋技术专业特
别强调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设
置海洋智能感知、海洋大数据、
海洋智能系统 3 个交叉学科方
向，这也促使我们在人才培养模
式上改革创新。我们从各专业选
取了一批优秀教师作为授课教
师，在学生打好学科基础后，鼓
励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
向，带着交叉学科的思维进行研究。”哈尔滨工
程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刚说。

被智慧海洋技术专业吸引，蔡易楠成为未来
技术学院第一批60名新生中的一员。在这里，他
发现，不仅专业是新的，教学模式与课程内容也
都是全新的。

未来技术学院探索实践书院制、导师制、学分
制，创建通专融合、学科交叉、本博贯通培养模式，
以项目化教学、挑战性学习重构教学模式，以综合
化、非标准、过程化考核重构学生评价机制。

“未来技术学院的各种‘新’，让我有了触碰
未来的感觉。”2021年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科
学与工程学院录取的陈浩楠，在大二时通过严格
的二次选拔进入未来技术学院。

“变革”“变化”是张勇刚最直接、最深刻的感

受。“等到具体做起来才发现困难
重重，怎样让创新的理念落下去、
站住脚？这些都没有可借鉴的经
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想边做
边总结。”张勇刚说，变革的过程
是艰辛的，但慢慢体会到了“示范
区”带来的幸福感。

“两年的时间，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提升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引
导创新能力也提升了。”张勇刚认
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更能适应当
今时代的发展。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南安普顿
海洋工程联合学院、智慧海洋未来
技术学院、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
学院，是学校推进“新工科”建设
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示范区”和

“试验田”。
“这3个人才培养改革‘示范

区’应时、应势，分别面向船海领域
国际创新人才培养高地、未来的海
洋工程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高地
和船舶工业软件自主创新人才培养
重要平台。学校从这3个突破口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引领‘新工科’建
设高质量发展。”耿敬说。

16 个学院的 200多名
教师扎进“新工科”课程改革

2020年9月，中英首个船海特
色合作办学机构——哈尔滨工程大
学南安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开始
招生，河南籍考生张隆源成为该学院
140名新生之一。“英国南安普顿大
学在船舶海洋领域的研究达国际领
先水平，哈工程也是拿出最优质专
业，两校联手可谓是强强联合，非常
契合自己的学业目标。”张隆源说。

从联合学院到未来技术学院，
“新工科”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是
“大工程”，全校16个学院的200
多名教师积极参与进来。

“我们4名教师用了一年半时
间，打造了‘电气电子系统’课程，这
是目前建设成熟的一门大类平台课
程。”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工
程学院副教授于蕾说，从大一到大

四的传统课程内容都有涉及，重点在于为学生建立
一个系统的概念。一旦电子系统的知识架构建立，
学生可以将其应用于不同场景中。

目前，像“电气电子系统”这样建设较为成
熟的大类平台课程共有5门，都开始在全校范围
内试行。

与传统课程相比，这些课程口径宽、知识覆
盖面广，主要是培养学生们认知世界、分析问
题、阐释客观规律、贯通各学科知识的能力，使
其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思维，成长为复合型人才。

“‘新工科’的课程变了，教师变了，学生
变了，课堂也变了，教师教给学生的不只是知
识，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了解如何获取知识和怎
样实践运用，而这些能力的培养远远胜过教会学
生多少个知识点。”于蕾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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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8月22日，张文玲查看教学设施准备情况。
②远处的乒乓球台就是张文玲架起的“生命之梯”（8月22日摄）。
③8月22日，张文玲（右二）到学生家家访，征求家长对就近分流上学的意见和建议。
④8月22日，新电脑来了，张文玲仔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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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演、录节目、在山野
里参加音乐露营……对贵州省六
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海嘎
小学的学生们来说，这个夏天有
点特别。

海嘎小学是贵州省海拔最高的
山村小学，从大山深处到舞台中
央，学生们组成的“海嘎少年”摇
滚乐队被网民称为“大山深处最纯
粹的童声”，在网络上持续走红。海
嘎小学也从一所地处偏远、教育资
源匮乏的山区小学，成为一个搭载
孩子们音乐梦想的“家”。这些变化
的背后，离不开“宝武杯”全国杰
出中小学中青年教师金奖获得者顾
亚的默默奉献和努力。

山里娃也能唱摇滚
8月21日是海嘎小学开学的日

子，孩子们围在新改造的学校录音
棚里，有的敲架子鼓，有的弹吉
他，排练进行得热火朝天。他们的
眼睛里闪烁着自信和快乐的光芒，
这和顾亚刚到这所学校任教时完全
不同。

曾经，由于山高路远，留不住
教师，海嘎小学面临撤并的窘境。
2016年，顾亚通过招考来到这里任
职，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他第一次
来到海嘎小学时，所见皆是萧条之
景。“那会儿只有14名学生，在一
间狭窄的教室里面，很多孩子腼
腆、自卑，他们眼神闪躲，走路不
敢看人，课余时间也很枯燥。”孩子

们的样子让同样来自农村的顾亚感
同身受，他极力想改变这一切，奈
何没有途径。

从六盘水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
的顾亚，曾是一支乐队的贝斯手和吉
他手，闲暇之余，他会用心爱的吉他
弹上一曲。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
无意的举动，改变了海嘎小学的这
群孩子。 （下转第二版）

用音乐带山里娃看世界
——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小学教师顾亚

本报记者 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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