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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周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实习生 王萧然 罗 婕

0-6 岁天天晒，孩子干啥都可爱；

一二年级经常晒，孩子得表扬了、戴红

领巾了、当上卫生委员了；

三年级偶尔晒，晒孩子写的作文画的

画，开始抱怨辅导不了了；

四年级开始消失，几个月晒一次；

五年级不晒了，抱怨陪着写作业折寿，

为心脏支架降价欢呼；

六年级完全消失，什么话都不说了，就

像没生过孩子一样⋯⋯

前不久，亲子育儿专家杨樾的一段文

字 引 发 不 少 家 长 的 共 鸣 ，在 新 浪 微 博 上

“#朋友圈不再晒娃的原因#”话题迅速登

上热搜，阅读量达 1.9 亿，讨论数达 2.9 万。

杨樾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了一个

有 趣 的 现 象 ： 超 七 成 的 孩 子 在 四 年 级 之

后，在父母的朋友圈中“消失”了，等你

下一次看到这些蒸发的孩子，也许他们已

上大学了。

为什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在

社 交 平 台 上 晒 娃 的 热 情 越 来 越 低 ？是“ 神

兽”进入青春叛逆期，让头疼的父母没有了

想晒的欲望；还是孩子的学习从让人操心

到让人灰心，让部分原本‘嘚瑟’的家长失

去了晒娃的底气？

从 热 情 满 满 到 逐 渐 倦 怠
的朋友圈晒娃

广西百色覃岚女士的朋友圈里，儿子

已经“失踪”快两年了。

曾经一度，覃岚也是朋友圈的晒娃狂

人。儿子过个生日、在幼儿园参加个活动，

甚至换个新发型她都会饶有兴致地拍上九

宫格发朋友圈并认真配文。尤其是儿子 8
岁那年，初学软笔书法时的一组作品，引来

众多亲友在朋友圈围观，评论区全是诸如

“小小年纪，笔下已经见风骨”“小书法家真

棒”之类的赞美，覃岚此后便隔三差五晒儿

子的作品给亲友品鉴，动辄近百条点赞和

评论，让她成就感满满。

随着孩子升入小学高年级，覃岚每天

面对儿子时的心情，渐渐从百看不厌转变

为看见就烦。身为辅警的她平时上班雷厉

风行惯了，可每天辅导孩子作业，儿子边

玩边写的拖拉劲儿把她折磨得没了脾气。

“ 目 测 两 个 半 小 时 就 能 完 成 的 家 庭 作 业 ，

有 时 我 晚 上 加 班 到 10 点 回 家 他 还 没 写

完，过了 1 个小时再去检查还没写完！服

得透透的！”

覃岚不仅对在朋友圈晒孩子学习毫无

兴趣，而且对儿子擅长的篮球、书法领域

取 得 新 进 步 ， 也 渐 渐 失 去 了 晒 的 热 情 。

“原来觉得儿子挺有才的，后来发现他班

上很多孩子都多才多艺，有弹钢琴的、跳

拉丁舞的、练跆拳道的，大家现在都不怎

么晒了，担心自己孩子‘三脚猫功夫’晒

出来贻笑大方”。

有时候周末，覃岚带儿子去游乐场开

卡 丁 车 ，或 是 回 老 家 教 儿 子 做 竹 筒 饭、钓

鱼 。亲 子 畅 游 的 时 刻 ，她 都 会 拍 下 大 量 照

片，不过这些珍贵照片一般都只在家庭成

员内部分享，“尽量不在朋友圈晒玩乐的内

容，怕人家说我们贪玩，不求上进。而且在

一群不熟的人面前，批评或炫耀孩子，对孩

子心智的成长没好处。”

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女士儿

子今年已经读小学六年级。儿子 4 岁那年

报跆拳道兴趣班后，刘女士结识了一帮同

龄孩子的妈妈。她发现还没有给孩子报兴

趣班之前，妈妈们基本上以晒孩子的吃喝

玩乐为主；4-6 岁孩子上小学之前，以晒孩

子参加各种辅导兴趣班，参加各类证书考

试的成绩为主；孩子上小学后家长晒得比

较多的是给孩子辅导作业、孩子考试考砸

了的各种苦恼。

“期末考试后到学校放寒假之初的一

段 时 间 ，必 定 是 一 年 中 家 长 们 朋 友 圈‘ 晒

娃’的高峰期。”刘女士说，这段时间，除了

各种晒奖状、晒成绩、晒奖励的，还有类似

“ 答 应 孩 子 考 到 年 级 前 10 就 带 他 来 迪 士

尼，来兑现承诺了”的凡尔赛体花式晒娃。

刘女士表示，大部分妈妈都会在孩子

上高年级之后，逐渐进入晒娃倦怠期。因

为班上孩子的成绩越拉越大，还有很多家

长在孩子低年级时立的各种 Flag （意指公
开树立的目标） 被现实打脸，进入中年危

机的家长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晒娃有时候

还不如晒晒阳台上养的花花草草——在子

女教育的问题上，不是一分耕耘就会有一

分收获，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相应正确的

解答。

“四年级蒸发现象”的背后

山东淄博的艺考辅导老师张驰，朋友

圈更新频率基本维持在日更，近一个月 30
多 条 原 创 分 享 中 ，仅 有 3 条 与 8 岁 儿 子 相

关，与儿子小时候换一块尿不湿、咬坏了一

只奶嘴都要发条朋友圈“昭告天下”相比，

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关于亲子互动日常的分

享，显而易见地变少了。近一个月里，除了

儿子埋头拼乐高，似乎只有一次排队买糖

球的经历，是枯燥日常以外的甜。

张 驰 认 为 ，与 其 说 是“ 四 年 级 人 间 蒸

发”现象，父母“晒娃”频率降低了，不

如说一方面，孩子的时间不再单纯为父母

所有，娱乐时间被学业越来越多地挤占，

也 越 来 越 “ 吝 啬 ” 与 父 母 分 享 ； 另 一 方

面，来自工作和家庭密不透风的压力让父

母也越来越“难顶”，柴米油盐都管不过

来，哪里顾得上和孩子吟诗作赋？哪怕是

周末，她和儿子也要在英语口语、硬笔书

法、篮球和画画几个特长班之间辗转，甚

至每一分钟路上的时间都被掐着表计算。

对亲子相处乐趣的探索热情，就在这样重

复的每一天中被渐渐消磨。

在北京一家外企负责景观设计的胡丹

女士坦言，30 岁到 40 岁左右年纪的员工是

公司的主力，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和孩子学

业的压力会使自己心态变老，发现生活中

乐趣的敏感度也下降了，“没时间、没心思

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加上白天上班晚上

辅导孩子，有时候孩子闹腾不听管教会引

发家庭矛盾，一天忙下来也没有时间和心

情去发朋友圈，她略带调侃地笑着说：“简

直是累到脑子都不清晰，表达都不流利，更

别说发朋友圈了。”

“职场内卷已经够残酷了，难道在下

一 代 教 育 的 问 题 上 ， 还 要 比 比 谁 投 入

多？”胡丹朋友圈“别人家的小孩”三年

级 就 去 考 雅 思 、 考 托 福 了 ， 口 语 也 很 流

利，自己给孩子花了 1.5 万元去报每周两

节和外教交流的英语班，该花的钱、该报

的班一点没落下，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还是那么大”。眼看着下一代身上的教育

内卷愈演愈烈，胡丹感到深刻焦虑，“教育

内卷的问题无解，有时候只能眼不见心不

烦。”在她看来，似乎只有大家彼此克制“晒

娃”，尤其是晒成绩、晒才艺，才能在成年人

的世界里为彼此留些体面。

在杨樾看来，大多数四年级以上孩子

的家庭都是不快乐的，即使孩子学习不用

操心，家长还要为了小升初和其他各种问

题而焦虑，更何况学习不用操心的孩子比

大熊猫还要少。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问题，

即便学习不用操心，还有别的问题，哪个家

长也不会跟别人说自己孩子让人发愁的一

面，所以不说话的成了大多数，既没什么值

得炫耀的，也不愿说孩子不好，就干脆不说

话了，渐渐就形成了“四年级蒸发现象”。

除此之外，随着孩子年龄渐长，步入青

春期，叛逆逐渐严重，使得亲子互动不如从

前那般亲密，也是孩子年龄越大，家长越少

“晒娃”的原因之一。

山东青岛的王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今年初三，小女儿才上二年级。在王林的带

领下，小女儿从学前班就养成了每日背诵

经典古诗词的习惯，现在已能熟练背诵高

中课文《琵琶行》《将进酒》等名篇了。王林

热 衷 于 将 小 女 儿 背 诵 诗 词 的 时 刻 拍 成 视

频，上传到朋友圈，每日打卡。小女儿也早

已将朋友圈视频打卡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偶有一日，王林忘记录制视频，她还会

主动提醒。

但 与 小 女 儿 的 每 日 视 频 打 卡 不 同 的

是，大女儿鲜少在王林的朋友圈露脸，且她

似乎对王林的镜头避之唯恐不及，妹妹和

爸爸一起录视频，为了避免不小心入镜，她

干脆关上门躲在自己房间里。哪怕是王林

带女儿们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或是为大女

儿的生日精心准备了蛋糕，本该尽情开怀

玩笑的时刻，爸爸的镜头一对上大女儿，

她的笑容看上去也总是显得很僵硬。王林

颇有些无奈地解释，现在就是要趁小女儿

还愿意同他亲近的时候，多为她的成长做

个记录，“不然等她也到叛逆期时，话都

不愿意多说一句，更别说开开心心地一起

拍照了”。

科学“晒娃”离不开尊重孩子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

员 、 杭 州 市 拱 墅 区 青 少 年 宫 书 记 张 敏 认

为 ， 很 多 父 母 在 朋 友 群 “ 晒 娃 ” 乐 此 不

疲，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当成了表现自我价

值的工具，特别是当父母在朋友圈公开用

立 Flag 的方式，来促使孩子按照其希望的

方向去发展时，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两方

面的负面影响：

一是“晒娃”时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

和精神层面的个体成长，把孩子的个体尊

严弱化成有特长才艺、用来炫耀的物件，

“很多人成长的力量来源于被爱，但当一

个人只有成绩好才‘被看见’‘被爱’时，孩

子往往看不到自我的内在、精神和情绪，从

而失去自我”。

二是家长私下暗暗比较可能会使自己

对孩子的教育导向发生偏离，尤其父母在

朋友圈等公开的条件下，试图用外部的奖

励或惩罚刺激孩子成长时，会潜移默化使

孩子认为自己的努力是为了父母的颜面，

无法真正意义上地调动孩子成长需要的内

在驱动力。

“最好的教育永远是自我教育，父母应

该帮助孩子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教育。”张

敏说，他在朋友圈或公众号上“晒娃”前，一

定会征得 9 岁儿子的同意。当孩子看到父

亲所发的内容时，会主动和父亲说“爸爸我

感觉您发这些东西有炫耀的感觉”，这时张

敏会对儿子做价值观的引导，向儿子解释

自己此举“一是为了做一个记录，二是希望

把你积极正面的态度影响更多的人”。“晒

娃”需因孩子而异，但科学“晒娃”离不开尊

重孩子，保护孩子隐私，还有把握“晒”的度

和价值导向，正如适宜的阳光对人身心有

益，但过度地暴晒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网友“浮世闲散懒人”调侃自己养娃的

过程就像游戏练号，“家有初一狗崽子的过

来人告诉你们，（不在朋友圈‘晒娃’）那是

因为已经越看越嫌弃了，感觉号已练废”。

从娃出生到成长的过程里，要不断输出加

氪金（游戏用语，意为充钱），升级很慢，氪

金很贵，而且并不以自我的意愿为转移。

但同时，她也表示，带娃是种历练，

孩 子 长 大 ， 自 己 也 会 成 长 ， 是 否 成 为

“MVP”没那么重要，捡到的“锦囊”才

是可喜的收获——让自己明白孩子是独立

的个体。她说，现在养的号已经小有所成

了，“虽然功课一塌糊涂，但是日常生活

非常棒！会做家常菜，会简单的烘焙，会

自己搭公共交通出去自己浪！”她觉得家

长 一 定 要 有 自 知 之 明 ， 控 制 好 自 己 的 情

绪，不过分要求孩子，顺其自然，虽然并

不知道“这株小苗”会开出鲜艳的花，还

是生出一根狗尾巴草，但生活总得有美好

的期待。

（应受访者要求，覃岚、胡丹均为化名）

朋友圈晒娃 为何四年级后频频“蒸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魏其濛
实习生 何艾迪

赛车这一“豪门必备”的项目，如今在

多地高校呈现出“四处开花”的“接地气”状

态。它不仅在校园里刮起一股速度“旋风”，

还为我国汽车工业培养了一大批可用、实

用、好用的青年创新人才。

“从车子的设计、制作，再到后期的参

赛、修车，全都我们自己弄。”上海交通大学

赛车队队长汤王豪可能是整个上海交大学

生社团招新时最“拉风”的一个。招新那天，

赛车队直接把自己搭建的半成品赛车拉到

了现场，“话不多说，高转发动机直接拉到

1 万多转速，瞬间达到碾压全场的效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与很多其

他高校的赛车队不同，上海交大是一个没

有汽车工程专业的“双一流”。它的赛车队，

由来自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

电气工程学院、密西根学院、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医学院、农村学院等爱好赛车的同

学们共同组成，而他们目前的指导老师，则

是从华为公司转行来的、上海交大学生创

新中心教师薛万坤。

很多学生在这里，把对赛车的兴趣，转

变为自己未来的“事业”。“他们几乎一年四

季都待在这里，纯粹兴趣驱动创新。”薛万

坤告诉记者，赛车队里诞生了立志为国家

建造核潜艇的直博学生，诞生了因为爱车

考了“德福”去德国学习更加先进造车技术

回报祖国的学生，还诞生过整个宿舍一起

直博的“学霸组合”。

这 两 天 ，正 值 寒 假 期 间 ，赛 车 队 的 20
多名成员很多人决定“不回家”。从这个假

期开始，他们要投入到紧张的单体车壳、车

身架构的设计工作中。此外，还有动力组、

底盘组、算法组等多个小组的成员要开始

新一轮的新车架构准备。

“别的实力强劲的老牌赛车学校，有约

40 名队员投入四五个月时间完成一台车；

我们是 20 多个队员，投入全年的时间完成

2 台车。”薛万坤从去年 10 月接手赛车队事

务，学生们对于赛车的“热情”曾一度令他

这个长期从事芯片研发工作的科技男都感

到咋舌，“我们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老师，

他们造出一台车，全靠上一代学长带下一

代一起做。”

薛 万 坤 曾 亲 眼 看 着 这 帮 学 生 在 一 个

40 多平方米的小教室里铺上炭布，从淘来

的一些简单的原材料，到一点一点地把赛

车需要的零部件装配起来。令他惊讶的是，

上海交大作为一个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高

校，竟 在 一 些 德 国 汽 车 厂 商 那 里 有 了“ 备

案”。每年，赛车队的很多队员，都会提前被

全球知名的汽车厂商“预订”，邀请他们从

事汽车研发工作。

高校赛车界的“传奇”，从来不止在一

所学校间流传。薛万坤见过同济大学赛车

队自己造的赛车，在进行百公里加速测试

时，据称跑出了与保时捷赛车同等竞赛条

件下“差不多”的成绩；他入局后，曾听说清

华大学的赛车队，曾在 2017 年仅凭借 10 个

学生的力量把整台赛车的单体制造出来，

“ 清 华 参 加 赛 车 大 赛 时 ，还 曾 因 为 人 手 不

够，赛车队长一个人推着车去其他赛车队

里找人帮忙一起修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即时

修车”从来都是学生们不得不在比赛中面

对的一项“粗活儿”。而这项工作，恰恰

把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学以致用”发挥

到了极致。

2019 年 中 国 大 学 生 方 程 式 赛 车 大 赛

在湖北襄阳举行，当时正值国庆假期后的

第二周，襄阳下雨且湿冷。“好几天时间，几

乎没怎么睡觉。”汤王豪告诉记者，大赛那

几天，上海交大赛车队的队员们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开会，7 点开始参加比赛，晚上 11
点半离开赛场，半夜 12 点半还要再开一次

会，1 点半左右才能洗漱。

很多人看不明白，“赛车”不就是上赛

道跑上几圈而已的事儿吗？一个比赛哪里

至于要比一整天甚至好几个整天？原来，一

部学生自己设计的方程式赛车，会在雨天

环境中面临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襄阳下

暴雨，用帐篷搭建的停车房容易被雨打垮，

工具箱和车内的很多电路板因此无法再使

用，队员们需要现场焊接电路板。“打着伞，

吹两个小时电吹风，才能把刚刚焊接好的

电路板吹干。”汤王豪说。

此外，还有“赛前车检”，这项检查内含

118 页共计 1000 多条细则，只有赛车的所

有条件全部经检测合格后才能上赛道。裁

判只要说一句“不行”，队员们就要通宵达

旦地对自家赛车进行修葺整改。10 天的比

赛 时 间 中 ，前 3 天 基 本 都 要 花 在“ 现 场 改

车”上。

“ 疯 狂 改 车 ，工 作 量 极 大 。”汤 王 豪 记

得，上海交大赛车队在第三天下午 5 点才

完成了车辆所有整改工作。而当时，西安交

大的赛车发动机坏了，按照比赛规则不能

把车身带离赛场，这支队伍只能扛着发动

机回酒店连夜修改，“他们整整一个晚上都

在修车，半夜还来找我要了一些零件。特别

佩服他们”。

汤王豪告诉记者，赛车场上没有专科、

本科，没有 985、211 大学之分，所有的赛车

队伍只凭车子质量和速度“说话”，“从专科

生，到研究生、博士生，全都在一起琢磨车

子，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上海交大赛车队的技术总监魏峥，今

年和全寝室的舍友们一同直博了。他告诉

记者，赛车队的这份“事业”，真正让一群站

在高处做研究的大学生，“沉”了下去，“一

群学生，不仅会设计、焊接，还能自己造一

台车出来。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创新”。

2020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赛 车 队 的 队 员

们大多被关在家里。但即便如此，同学们也

没有停止工作，他们通过线上代码托管，把

赛车设计工作持续推进下去。设计完大样，

到了“装配制造”环节，这群来自不同专业

的大学生要开始动脑筋找不同的工厂进行

汽车的加工装配。

“要跟着车间师傅在工厂里一起干活儿。”

魏峥说，自己和技术门类的队员们整个暑假经

历了“水深火热”，他们常常要从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复合材料车间，转战到五六十摄氏度的高

温焊接车间，“课余时间，寒暑假时间，还有晚上

的睡眠时间，都要花在赛车上”。

基本技术之外，同学们还要负责创新。

“对赛车里面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我们

会去做实验，也会对发动机进行标定实验，

然后控制电机。学校里各种跨学科、跨专业

的实验室、实验平台都被我们使用过。”

据悉，在 2019 年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

车大赛中，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上海交大

“草根赛车队”拿到了总成绩全国第十的名

次。“2021 年，我们想冲进全国前五。”汤王

豪说。

“硬核”赛车队在上海交大刮起速度“旋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通讯员 张 妍

“我没想到大一就能听到韩杰才院士

的课！”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吴舟哲本身学

的是自动化专业，兴趣广泛的他已经选修

了“材料科学的十个基本问题”“图像处理

与我们的生活”和“探索控制的奥秘”3 门

新生研讨课，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选到

了韩杰才院士等一批学术大家、知名教授

的课程。

在上海长大的吴舟哲，从小就对科技

充满兴趣，读高中时已经参加过青少年科

技创新比赛，总想着“搞点事情出来”的他

也因此报考了哈工大。

吴舟哲从小的梦想在仅仅一年多的大

学生活中就已开始生根发芽。和他一起组

队做项目的王浩宇，是学校无线电协会的

成员，唐浩云则对视觉处理技术情有独钟，

3 个小伙伴把大一项目学习中的问题延伸

到 了 大 二，目 前 还 在 课 余 时 间 一 起“ 搞 事

情”。而刚刚大二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学

业导师，遇到难题时，总是能在导师遆晓光

副教授那里得到点拨和启发。

像吴舟哲这样，大一时开始进行项目

学习，有专门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可以到

自己感兴趣的实验室参观、学习，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新生研讨课、创新实验课、创新

研修课、创业实践课、文化素质课，可以现

场聆听院士、教授、教学名师的学术报告或

授课，这几年，在哈工大已经不算“新闻”。

近年来，哈工大持续优化本、硕、博贯

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大类招生与大类

培养改革，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全面推

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改革，人才培养质

量稳步提升的同时，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个

性化需求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

曲华仁大一时在机电学院就读。尽管

成绩不错，但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也充满

求知欲的他，在大一结束时选择了转专业，

进 入 经 管 学 院 学 习 大 数 据 管 理 与 应 用 专

业，并辅修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的社会学

专业。现已大三的他，笑称自己是“复合型

本科生”。

20 岁，可以干什么？能干成什么？

在 哈 工 大 ，20 岁 的 泰 米 尔 为“ 龙 江 二

号”卫星装上了微型 CMOS 相机，2019 年 2
月，这个小相机在太空中拍下的照片登上

《科学》杂志，被称为“最美地月合影”。

因为“最美地月合影”，泰米尔成为同

学中的“明星”。而他所在的哈工大紫丁香

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更是一个星光熠熠的

群体。2020 年五四青年节，这支由 90 后、00
后学生组成的团队荣获第二十四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他们参与研制了“龙

江一号”“龙江二号”“珠海一号”和新技术

试验卫星 E 星等多颗卫星。“紫丁香二号”

卫星开了我国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

管控微纳卫星的先河。

翻 看 机 电 学 院 研 一 学 生 王 中 山 的 简

历，本科四年到保送读研，从大一的项目学

习到大二参加学校智能车创新俱乐部，从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到全国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从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到中国工程机器

人大赛⋯⋯他的经历也是“4 年不断线”实

践教育教学的真实写照。

据 悉 ，哈 工 大 持 续 完 善“4 年 不 断 线 ”

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围绕学生成长不同

阶段的学习重点和成长关键点，构建了从

大一年度创新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各类高水平学科竞赛，到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等大学 4 年环环相扣、一以贯之

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鼓励学生尽早参与

科研活动，尽早进实验室，成为课题组的初

级成员，搭上科研的快车。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背后，蕴藏着哈工

大破解教学与科研相互“矛盾”这个难点与

痛点问题的“密码”。

据悉，学校着力推进教学科研协同育

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机制，把高水平科研成果及时植入教

学内容中，让教学与科研“两个轮子”并驾

齐 驱、相 辅 相 成 ，形 成 教 学 和 科 研 相 互 支

撑、相互依托、相得益彰的态势，逐渐完善

课程体系、实训体系、平台体系和保障体系

“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坚持教学和科研双轮驱动，让学生在

‘做中学’，强化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机制建

设。”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反复强调的

这 个 主 张，成 为 哈 工 大 科 研 优 势、工 程 优

势、实践优势、学科优势等各种办学优势向

人才培养转化的航向标。

“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驱动人才培养中

心任务的‘两个轮子’，让这‘两个轮子’一

起转起来。”周玉说。

哈工大

：让大学生

站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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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赛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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