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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从 “ 金 专 ” 到 “ 金 课 ”， 从 “ 金 课 ”

到“金师”，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质

量革命”再一次升级。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的通知》，决定于 2019-2021 年建设 1 万个

左右国家级和 1 万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点。2019 年计划遴选 4000 个左右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

计划”分 3 年实施，经高校申报、教指委推

荐等程序，确定建设点名单。

从此，“金专建设”拉开帷幕。

除此以外，2019 年 10 月，教育部还

启动了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也就

是“金课建设”计划。据介绍，教育部将

建设 1 万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和 1 万门

左右省级一流课程，包括具有高阶性、创

新性、挑战度的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

合式、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各类型课程。

其 具 体 任 务 是 建 设 3000 门 左 右 线 上

“ 金 课 ”、 7000 门 左 右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 金课”和线下“金课 ”、1000 项左右虚

拟 仿 真 “ 金 课 ”、 1000 门 左 右 社 会 实 践

“金课”建设。此外还将围绕数学、物理

学、化学等 17 个学科建设 260 个左右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一流基地。

7 月 31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

岩在出席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

赛全国赛闭幕式时表示，要“锻造中国金

师”。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课程

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教师是人才培养

的决定力量。”吴岩说。他在报告中阐述

了“金师”的 4 大条件：政治素质强、教

育站位高、国际视野宽、五术要求精。

吴岩表示，政治素质强，就是要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深刻把握

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对高校发展的

要求，以及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教育站位

高，就是要把握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普及

化）、锚定高等教育发展新目标（高质量）、

落实立德树人新要求（课程思政）、把握高

等教育培养新范式（“四新”）、聚焦高等教

育教学新基建（专业、课程、教材、技术）。

“国际视野宽，广大教师要深切关注

和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在国际视

野中精准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五术要

求 精 —— 道 术 要 精 ， 要 有 大 境 界 、 大 胸

怀、大格局；学术要精，要学科深厚、专

业精湛；技术要精，要育人水平高超、方

法技术娴熟；艺术要精，要有滋有味、有

情有义；仁术要精，要坚守仁心仁术、以

爱育爱。”吴岩解释道。

此外，吴岩强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将下大棋、推大招、布大局，为锻造“金

师”提供政策保障和展示舞台。“一是树

标 杆 ， 持 续 评 选 教 学 大 师 奖 、 杰 出 教 学

奖；二是建舞台，持续办好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三是改评价，持续推进教师教学评

价改革。”

吴岩表示，要着力打造新时代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两大平台和品牌，

一个是以“互联网+”大赛为标志的全球

最大的青年双创大赛，一个是以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为标志的全国教师教学奥林匹克

大赛，深刻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深刻

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打造“金专”“金课”，锻造中国“金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在吉林大学，学生车队是热情与梦想

的承载体。每个学年的车队社团纳新时节，

都有数千名怀揣赛车梦的大一新生填表报

名，接受高淘汰率的选拔。

最近，在 2021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

赛事颁奖典礼上，吉林大学学生车队再次

捧起冠军奖杯。他们从 123 支参赛队伍中

脱颖而出，勇夺燃油方程式和电动方程式

的全国总冠军。

这是吉林大学吉速电动方程式车队首

次加冕全国总冠军，也是吉林大学吉速燃

油方程式车队第三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成

为此项赛事国内首个“三冠王”。吉林大学

也成为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比赛历史上，率

先同年摘得“油电双冠”的高校。

“我们创造了历史！”获奖后，两支车队

的队员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着苦尽甘来的

喜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 年中国大

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延期至今年，通过静

态项目和网络答辩的形式进行。更不容易

的 是 ，今 年 上 半 年 ，长 春 遭 受 疫 情 严 重 影

响，吉林大学校内实施了静态管理。为了能

保持车队成员的竞赛状态，指导老师和车

队毕业校友当起了裁判，带着队员进行了

40 多次线上模拟答辩，汇总了 20 多万字技

术文档。在正式比赛的 20 天里，队员们参

加了赛车设计、成本制造分析、商业报告等

项目的初赛和决赛，完成 12 场线上答辩。

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起源于美国，

已在德国、英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落

地，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大学生学

科竞赛。

中 国 大 学 生 方 程 式 系 列 赛 事 起 步 较

晚，创立于 2009 年，是目前国内汽车机械

学科大学生最高水平的学科竞赛。按照比

赛要求，大学生车队每年要独立自主设计、

制造、调试一台方程式赛车。在赛车的设计

制造过程中，除了考验团队的工程实践能

力，还要考量团队工程管理、商业营销、成

本控制、招商宣传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一 辆 赛 车 要 经 过 设 计、加 工 制 造、测

试、涂装等程序后，才可以进入比赛。而每

辆方程式赛车都是一群有志青年倾注一年

时间的智慧和实践成果。

米晨是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的大三

学 生 ，现 任 吉 速 燃 油 方 程 式 车 队 队 长 。同

时，他还是团队的一名车手。

“很多男生都有赛车梦。”米晨说，刚加

入车队时，指导老师和老学员会对新学员

进行整车认识、软件应用和相关理论的培

训，寒暑假也不停止学习。

在车队，米晨除了参与燃油车悬架组

的设计制造外，还要投入更多精力练习体

能和驾驶技能。“当赛车手并没有表面看上

去那么潇洒。”米晨说，车手要全方位了解

方程式赛车，并且能把赛车的性能展示出

来，如果因驾驶不慎，导致车体受损，可是

严重的错误。

因为承担的责任大，日常训练辛苦，最

终能坚持下来担任车手的成员并不多。

在 2020 年全国大学生方程式比赛中，

作为一名新车手的米晨参加了决赛中的一

个动态项目。线下比赛时，为了更好地了解

比赛场地，米晨和队友一早就赶到赛场，晚

上 11 点才收工。一天下来，要在赛场走三

四万步。最终，吉速燃油方程式车队拿到

了 2020 年度的冠军。在米晨看来，“那种幸

运和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

对车队成员而言，吉大学生车队还有

一大吸引力：给新学员成长机会。指导老师

和老学员们会倾囊相授地帮助新学员完成

创新设想和具体实践。这也是吉大车队一

直以来的传统。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是吉大学生车队的首要目标。吉林大学学

生车队成立于 2007 年，除燃油方程式车队

和电动方程式车队外，还有另外 3 支学生

车队。学生车队成员涵盖了 10 多个学院，

以本科生为主要参与群体。

“设计和驾驶一辆赛车，是学生时代的

宝贵经历，工作以后很难再有。”相同的感

受和经历，让车队 3 位指导教师王达、赵迪

和金兆辉从曾经的队员成为现在车队的技

术后盾和保障。

读本科时，王达是吉大学生车队的第

一批队员和第一批赛车手。车队初建时，大

家通过翻阅国外同类比赛的图片，照猫画

虎地设计和制作赛车。研究过程更多是凭

感觉，缺乏理论支撑 。2016 年，吉大博士

毕业的王达再次回到车队。10 年吉大时光

和曾经在车队的历练，让王达愿意帮助更

多学弟学妹实现赛车梦。

“现在，车队的创新能力已从成立之初

的一味模仿，达到了欧美同类比赛的中等水

平，也不再是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王达说。

在车队，赛车由学生自主设计，指导老

师负责给学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及

解决制造赛车的各种问题。一辆方程式赛

车有 1100 到 1400 个不等的零件，都由学生

自行设计。工厂进行初步加工后，再由学生

进行精细打磨。

这 两 支 车 队 各 有 多 个 技 术 组 和 运 营

组，由队长和各组长细分任务和把控项目

进度。在最新版《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规则》要求下，思考如何尽可能提升赛车

性能。

在夺冠前，燃油方程式车队和电动方

程式车队都经历过连续两年在决赛现场出

现赛车故障，导致比赛提前结束的情况。从

惜败到夺冠，现任吉速电动方程式车队队

长付乐天是经历者之一。“发现和寻找问题

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些问题还是要到了比

赛现场才会被发现。”付乐天说。

“失败和遗憾，能督促大家更沉下心研

究问题。”同样也是吉大博士毕业返回赛车

队的赵迪，负责两个方程式车队的电气和

电控方面的指导。每次备战，加工组装和

测试赛车是最繁琐和最具挑战的时段。

在赵迪看来，要想避免比赛时赛车出

现状况，就得吃透技术背后的原理，这样才

能提高研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赵迪介绍，

2021 年 度 电 动 方 程 式 赛 车 的 电 池 虽 然 使

用的不是最先进的材料和工艺，但各项指

标性能较高，就是因为掌握了技术背后的

原理。

在车队，金兆辉不仅是车队的指导教

师，还是车队党支部书记。在车队日常的学

习交流和考察调研活动中，他都是那个跑

前跑后最忙碌的身影。每批队员毕业离校

前，他都会带大家上一次特殊党课，回忆在

车队的点滴，让毕业队员继续带着热情和

梦想奔赴未来。

眼下，2022 年度比赛的赛车正在加工

制造中，新一轮赛季已经开启。吉大学生车

队的队员将继续用热爱去描绘创新的青春

底色。

（本文图片由吉林大学提供）

吉大学生车队创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历史

勇夺“三冠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过去的 3 个学期中，我们的‘克隆

班’不仅受到学生欢迎，也受到了教师的

特别欢迎，我们开放了 101 门课程，邀请

全国 4400 余位一线教师加入清华课堂

同步学习，中西部参与进修教师基本稳

定在 70%，中青年教师的比例也占到了

85%，支持了这些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与

数字素养提升。”

7 月 23 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主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承办的世

界青年发展论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主题论坛在北京开幕，世界慕课与在

线 教 育 联 盟 秘 书 长 汪 潇 潇 在 本 次 论 坛

上，向世界青年讲述了通过慕课让更多

年轻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故事。

据了解，全球慕课快速发展，推动了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

社会构建。特别是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线教育发挥中坚

作用，从此前的“有它很好”迅速转变为

“必须用它”。

据了解，截至 2021 年年底，中国之外全

球慕课累计 1.94 万门，学习者 2.2 亿人次，

蓬勃发展的慕课平台通过与大学和其他内

容提供方的合作，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大

量可获得的、免费的、高质量的课程资源。

中国慕课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以中国

第一个慕课平台——学堂在线为例，目前

来自全球 183 个国家和地区的 9511 万学习

者参与了覆盖理工、农医、经济、法学、艺术

等学科领域的 5100 余门课程的免费学习。

不过，我国慕课的发展有别于其他国

家。“欧美国家慕课建设，主要是为社会个体

学习者提供服务，”汪潇潇说，而我国慕课发

展依靠的是“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高校广泛而深入地参

与，30余家综合类和专业类高等教育公共在

线课程平台和技术平台快速发展的局面。

“在中国，优质慕课被广泛深入地应用

到了校内正规教育教学体系当中，推动教

育教学改革，促进了教育公平，助力了教育

质量的提升。”汪潇潇说。教育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5 月，我国上

线慕课数量超过 5 万门，选课人次近 9 亿，

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次超过 3 亿，慕课

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

还有更丰富的数据。截至今年 3 月，中

国高校教师利用慕课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 学 比 例 已 经 从 疫 情 前 的 34.8% 提 升 至

84.2%。“慕课让优质的资源在更多学校和

更多学生中用起来了。”汪潇潇说。

更多的尝试还在进行。

2020 年 春 季 学 期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期间，清华大学基于自主研发的智慧教学

工具“雨课堂”，应用数字孪生理念，将教学

场景在数字世界重建，就可以建立一个个

并行于校内实体班级的雨课堂“克隆班”。

在“克隆班”中，学习者可以在线加入清华

大学的实时课堂，实现了校内外学习者同

步上课、同步做题、同样教材、同一位授课

教 师 ，“ 实 现 了 同 步 的 师 生 课 堂 数 字 化 交

互。”汪潇潇说。

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被共享，便会有

更多的需求被激发，这就要求建立更多更

畅通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渠道。

“2021年秋季学期至今，我们联合 27所

沪浙闽地区高校，利用‘克隆班’面向新疆和

宁夏地区 9 所高校开放课程，覆盖师生超两

万名。”汪潇潇说，现在清华大学正在联合更

多学校加入计划，让更多地区更多学生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让新的技术、模式、理念持续

推动构筑更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人类社会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帮助

下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现在，在线教育为

课程资源、技术、教师、学生在更广泛的虚

拟空间内流动创造了可能，也为教育带来

了无限的创新空间。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长汪潇潇：

慕课让更多年轻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茜

没有谁本就该贫穷落后，每个人都

享有发展的权利，而教育是许多青年改

变命运的希望。来自中国上海的青年志

愿者肖寒对此深信不疑。

2018 年 ， 他 作 为 队 长 ， 带 领 中 国

（上海） 青年志愿者赴老挝服务队前往

万 象 ， 成 为 老 挝 女 孩 苏 的 中 文 培 训 老

师。和中文的接触，改变了苏此后的命

运轨迹。

7 月 23 日，2022 年世界青年发展论

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主题论坛举

办，肖寒借此机会，向世界分享了自己和

老挝学生因教育而改变命运的故事。

肖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苏

没有中文基础，但学习特别认真，上课

总坐在第一排，中文水平进步飞快。不

过肖寒感到奇怪的是，苏几乎从来不参

加其他学员的课后聚餐和活动，一到下

课就匆忙离开。肖寒后来得知，苏家境

窘迫，学习的同时还需要打零工赚钱。

肖寒问她，为什么生活这么困难还

要坚持学中文？

苏回答道：要想抓住更好的发展机

遇，就应该学好中文。

随着中老铁路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越铺越长，那里的人们逐渐意识到，

自己未来的发展机遇很有可能会和中国

相关。于是中文教育资源愈发抢手，中

文培训班生意红火。只是当地培训班费

用高，名额又紧张，把许多普通人挡在

了门外，这其中就包括苏。

贫穷落后是发展的敌人，但未能撼

动苏和许多同学谋求发展的决心。

“贫困的学生也想争一争这样的教

育机会。”肖寒说。因此，中国青年志

愿 者 在 当 地 举 办 的 中 文 培 训 班 是 免 费

的，希望让中文教育资源惠及更多人。

给许多像苏这样的学生上课，也让肖寒

认识到，教育公平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给

每个人提供学习的机会。

同时，中国志愿者也努力开发更加

包容的教学方案，来满足各类学生的学

习需求。

肖寒班里的学生，小到 7 岁，大到

30 岁 ， 学 业 水 平 参 差 不 齐 ， 岁 数 小 的

中文水平往往很高，岁数大的通常刚开

始 接 触 中 文 。 为 了 让 大 家 都 能 学 有 所

得，志愿者们把课程分成了两类，上午

夯实基础，学音节、语法、字义；下午

趣味升级，通过中文歌曲、书法等文化

类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对汉语、汉字的

使用能力。

比如学唱歌时，基础弱的学生跟唱

字音，基础好的学生分析语义。中国网

红歌曲“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

喵喵”、经典老歌 《甜蜜蜜》 都曾回荡

在老挝万象的那间教室里。

肖寒说，面对不同的学习需求，不

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个人都尽量做到

包容、友好。苏觉得这样的学习方式很

暖心，也感谢肖寒的梦想传递。在她的

建议下，肖寒开通了线上教学，回国后

也经常和学生们交流。

如今，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老挝从

“陆锁国”成为“陆联国”，肖寒得知，

苏因为擅长中文，在一家商贸公司找到

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像苏一样，不少同

学也都因为坚持中文学习，获得了更好

的发展机会。

什么是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或

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次志愿服

务，让肖寒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

考 。 他 说 ：“ 通 过 教 育 ， 共 享 不 同 国

家、文化的发展成果，进而成就自我，

也是一种教育公平。”

肖 寒 说 ， 2002 年 至 今 ， 从 黄 浦 江

到湄公河，118 位上海青年志愿者接力

行动，把教育梦想传递给了数万名老挝

青少年，他们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力量，

让教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引擎。

中国青年传递教育梦想
老挝女孩学中文改变命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在教育

领域是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中国对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工 作 作 出 了 卓 越 贡

献，是其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在近日

举办的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包容和公平

的优质教育”主题论坛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

国、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

国代表夏泽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专访时这样说。

夏泽翰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

国的教育合作非常重要。从 1984 年起，我

们驻中国的办公室就在这里，我们与中国

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密切，包括基础教育、

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如 何 评 价 中 国 的 教 育 ？ 夏 泽 翰 表

示 ， 中 国 是 一 个 以 教 育 推 动 社 会 发 展 的

优秀案例。

“首先，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实现

了 扫 盲 识 字 的 目 标 ， 入 学 率 和 识 字 率 超

99.8%。同时，中国已经非常快速地向可

持续发展目标迈进。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中国已经实现了‘消除贫困’的

重要目标，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

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

的成就都有目共睹。”夏泽翰说。

夏泽翰表示，不久前，他看到杭州有

一个非常美丽的项目，孩子们努力地清洁

着当地的河流来服务社会。“因此，我看

到了一场在中国的大变革，首先是实现识

字和运算的基本目标，而现在又朝向素质

教 育 发 展 。 教 育 可 以 帮 助 中 国 实 现 全 球

化，也可以带来智能教育。”

而在教育的未来发展中，青年是十分

重要的一部分。

夏 泽 翰 认 为 ， 人 们 需 要 意 识 到 大 家

是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世 界 人 民 都 面 临

着 像 气 候 变 化 、 地 缘 政 治 等 各 种 问 题 。

“我们如何放下仇恨？我们如何带来更持

久 的 和 平 ？ 我 们 如 何 才 能 共 享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好 处 ？ 如 何 理 解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要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 我 们 需 要 成 为 世 界 公

民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有

世 界 公 民 教 育 项 目 ， 来 教 育 世 界 各 地 的

年轻人。”

“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

全球公民教育，在这其中，青年是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让青年成为‘世界

公民’，并且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

界。”夏泽翰说。

与此同时，夏泽翰也希望继续深化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合作。“我很高

兴 看 到 中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联

系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期 待 着 更 了 解 中

国，希望在创意城市、世界遗产、技术教

育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深。”

（杨一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

教育应让青年成为“世界公民”

7 月 23 日 ，世 界 青 年 发 展 论

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主题

论 坛 上 ，古 巴 青 年 代 表 Wilson

Barroso Diaz 现场提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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