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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最近，中青 报 · 中 青 网 “ 青 知 讲 说 人 ” 栏

目 的 一 条 视 频 《青 知 讲 说 人 | 小 众 宝 藏 选 修

课！这么有意思的课你上过吗？》 获得了不少关

注，这条视频的创意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

传 播 学 院 的 大 学 生 们 ， 有 网 友 看 视 频 后 留 言 ，

“ 大 学 选 修 课 居 然 还 能 教 谈 恋 爱 ？”“ 这 样 的

课，我也值得拥有！”

大学选 修 课 究 竟 能 玩 出 什 么 花 样 ？ 哈 利 ·

波特与遗传学、恋爱学、摸鱼学、炼丹学⋯⋯

近年，高校“花样”选修课频繁出圈，内容丰

富，让人感到新奇，刷新了以往大家对大学课

堂 的 刻 板 印 象 ， 惊 呼 “ 原 来 大 学 课 堂 还 讲 这

些，还能这样上啊”。

个别课程能够成为“热门”，有意思、感兴

趣是大学生们提及最多的原因。这背后体现了当

代年轻人兴趣爱好的丰富多元，也反映出高校办

学思维的开放和与时俱进。

现在的大学生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在学习

之余，大家也会寻找各种有趣的事情来丰富人

生体验，比如讲脱口秀、潜水、玩剧本杀、玩

乐 队 ⋯⋯兴趣、爱好，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

着生活体验的新可能、放松休息的新方式。

为了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求知欲，不少学

校便推出了各类“花式”选修课。乍一看，这似

乎是刻意迎合学生兴趣爱好，与学习没有太大关

系。实则不然。即使选修课再“花样百出”，其

背后还是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来

作支撑。满足学生多元的兴趣爱好，既是学生的

需求，也是学校的需求。

此外，这些选修课除了用“新奇”来吸引大

学生，还将这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吸引到了

一起，在寓教于乐中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上完天津大学的 《恋爱学理论与实践》，学

生可以更好地处理情感关系，并在学习“谈恋

爱”的过程中收获学分；上完西安体育学院的

《弹 玻 璃 球 课》， 不 仅 让 学 生 掌 握 弹 玻 璃 球 技

巧 ， 还 让 学 生 们 通 过 关 注 桌 面 上 球 的 谋 篇 布

局，提高团队协作能力；上完中山大学的 《哈

利·波特与遗传学》，学生们可以从这些耳熟能

详的影视剧角色中学到遗传学知识，还让一些对

生物、物理原本“敬而远之”的文史专业学生，

也渐渐领略到了自然科学的魅力⋯⋯

其实， 选 修 课 “ 稀 奇 古 怪 ” 是 正 常 且 向 好

的现象。对大学生来说，除了学习相对中规中

矩的必修课， 他 们 往 往 希 望 有 更 多 横 向 知 识 的

涉 猎 。 选 修 课 的 “ 走 红 ”， 给 予 了 大 家 一 个 更

自由的选择空间，学生在其中可以接触到最新

鲜 的 、 最 具 有 创 新 性 和 开 放 性 的 知 识 和 思 考 ，

正 是 因 为 这 个 “ 不 一 样 ”， 才 使 得 选 修 课 频 繁

“出圈”。

面 对 学 生 多 元 化 的 兴 趣 爱 好 ， 学 校 开 设 的

“花样”选修课既要有把学生“引过来”的创新

本领，更要有把学生“留下来”的深度功夫。授

课教师不仅要了 解 学 生 的 “ 口 味 ”， 熟 悉 学 生

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更要在内容设计、教学

形 式 、 授 课 风 格 、 考 核 手 段 等 环 节 寻 求 突 破 。

“新”是为了求“正”，“趣”是为

了达“真”。

如今各类选修课看似“花

哨”，但万一哪天真派上用场，

学生们就该感谢这门课了。

（孙 硕 、王 琳 对 本 文 亦 有
贡献）

高校小众选修课花样百出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除了自己 17 岁的儿子，今年 45 岁

的王春英还有很多“孩子”。

他们有的因肢体残疾在出生不久后

就 被 遗 弃 在 福 利 院 的 门 口 ， 有 的 在 3
岁 时 被 丢 在 医 院 的 窗 台 ， 有 的 在 7 岁

时 被 丢 在 某 处 宾 馆 ， 有 的 因 意 外 突 然

失 去 了 双 亲 ， 有 的 是 被从外地的救助

站领回⋯⋯现在他们共同生活在黑龙江

省鸡西市儿童福利院，不少孩子称这处

约 6500 平方米的地方为“家”。

王 春 英 已 为 这 个 “ 家 ” 工 作 11
年 。2011 年 ， 听 说 这 个 离 家 不 远 的 儿

童福利院落成，喜欢小孩、小动物的王

春英应聘成为这里的一名护理员。

照顾好这个“家”里的孩子，便是

王春英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对这所福

利院里的所有人均是如此。也是那年开

始 ， 在 那 一 方 天 地 ， 他 们 为 这 项 关 于

“爱”的事业努力至今，也因此，在那

里发生了一个个关于爱的故事和奇迹。

“最神圣的事业”

院里来的第一个孩子是一名被遗弃

的重症脑瘫患儿，被称为“大宝”。该

院副院长张婷记得，那是 2011 年，也

是自己大学毕业后来福利院的第一年，

大宝在某医院的窗台上被捡了回来，医

护 人 员 通 过 对 病 重 的 大 宝 进 行 骨 骼 测

定，估算他当时大约 3 岁。

刚看到大宝时，王春英吓了一跳，

大宝的头格外大，身上长满了褥疮。她

把包裹大宝的褥子和衣服拿去洗，越洗

越觉得心疼，“这孩子得遭了多大的罪

呀 ”？ 最 后 ， 她 洗 了 7 遍 才 算 洗 干 净 。

眼看着孩子因为嘴疼吃不下饭，她和其

他同事一起掉眼泪。

大宝没有听觉、视觉，无法控制大

小便。王春英每天给大宝喂饭、清理粪

便，喂饭困难就慢慢喂，有时因肠胃不

好一晚上排便七八次，就不停地换洗，

几 乎 整 晚 不 睡 。 为 锻 炼 大 宝 的 上 肢 力

量，王春英想了不少办法，一开始让他

抓握乒乓球，后来换成了花生果，以此

来刺激他的右脑神经和手掌穴位，并按

时给他按摩。经过两年多训练，大宝已

可以自行翻身、坐立。经常有大夫说，

大 宝 活 不 过 十 一 二 岁 ， 而 他 现 在 已 经

16 岁。

如今提及当年的情景，王春英还是

忍不住眼圈变红，“孩子太可怜了”。在

福利院工作 11 年，有一个经常困扰她

的问题：父母怎么舍得把自己的孩子丢

掉 ？ 有 时 她 越 想 越 气 ， 就 打 电 话 给 张

婷，但两人都没想明白答案。

有天深夜，值班人员看到福利院的

栅栏外有一个黑影来回晃，最后从围栏

下塞进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个出

生不久的婴儿。还有个秋天的夜里，有

人在福利院门口丢下婴儿，敲了敲保安

室的玻璃就消失在夜色里。

其中的一个婴儿就是三宝。

三 宝 患 有 严 重 唇 腭 裂 和 唐 氏 综 合

征，被丢到福利院时才出生 4 天，体重

只有 3 斤。因唇腭裂严重，每次从喂奶

到辅助孩子打嗝，整个过程需要一两个

小时，晚上需要多次喂奶，护理员绍立

坤就“奶凉了去热，热了接着喂”，几

乎整晚不睡。

有次三宝患上了急性肺炎，在医院

“打吊针”时哭闹不止，护理员杨学艳

为防止跑针，把孩子一直抱在怀里，一

天下来她的胳膊和腿都麻了。三宝住院

期 间 ， 院 里 安 排 了 3 名 护 理 员 轮 流 陪

护，但杨学艳坚持每天陪护，5 个日夜

后，孩子好转，她却瘦了一圈。

“这些孤残孩子已经很不幸了，我

们一定要让他们快乐地成长。”护理员

夏丽静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内容：通过

一次次夜间护理，了解孩子的睡眠，尤

其是被遗弃的孩子经常哭醒，需要及时

安抚孩子们入睡；一次次接取大小便，

观察孩子排泄物的情况；一天 10 余次

换洗被弄脏的衣物，让孩子感觉神清气

爽⋯⋯为了孩子，节假日上班已是家常

便饭，但她觉得，护理好这些孤残孩子

是自己“最神圣的事业”。

“给孩子更多底气”

用王春英的话来说，每一个来到福

利院的孩子背后都有一部“辛酸史”。

来 到 福 利 院 之 前 ， 15 岁 的 小 耀

（化名） 已经记不清自己独自在四川生

活了多久，只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不顺

心的事，每天都很生气”。晚上，他有

时睡在公园，更多的时候是睡在一个超

市 外 面 的 沙 发 上 ， 不 过 经 常 睡 不 着 ，

“因为经常下雨，因为冷”。有时下雨，

他就直愣愣地坐在雨中的长椅上，“不

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要去做什么”。他

学会了抽烟，经常跟着别人去打架，他

把头发染黄，又染蓝，又染绿。

2020 年 被 接 到 他 的 户 籍 所 在 地 鸡

西市的儿童福利院时，他的头发已辨不

清究竟是哪种颜色。现在的他早已剪掉

了原来的头发，也很少去想以前的事。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感觉自

己有了家，也有了“真正的朋友”。

他 记 得 自 己 在 这 里 过 的 第 一 个 生

日，院长姜 松 含 和 所 有 值 班 人 员 为 他

准 备 了 蛋 糕 、 零 食 ， 他 被 包 围 在 一 群

朋 友 和 很 多 礼 物 中 ， 开 心 得 “ 心 脏 都

要 跳 出 来 了 ”。 那 天 ， 他 许 了 生 日 愿

望 ， 他 说 现 在 已 经 实 现 了 —— 一 直 待

在院里。

院里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是个“盛大

的仪式”，姜松含每个月都会把当月将

要 过 生 日 的 孩 子 名 字 依 次 列 在 一 张 纸

上，提前安排。姜松含自 2011 年大学

毕业后来到福利院，在这里工作至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近 3 年间，他

几乎每天都在院里，即使晚上回家，吃

完饭没事也要来看看。

作为福利院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工作

人员，姜松含经常被其他同事期待在孩

子 面 前 多 “ 唱 红 脸 ”， 但 姜 松 含 总 是

“严肃不起来”。孩子想吃什么，他总会

让餐厅提前安排或出去改善伙食。疫情

期间不便外出就餐，孩子们想吃烤肉，

他特意从开饭店的朋友那里找来 3 张烤

肉用的桌子，还学会了烤肉。

如今，院里的孩子不少正是上学的

年纪，有上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

院 里 会 安 排 专 车 接 送 ， 午 餐 会 送 到 学

校，放学回到院里可以去手工室、电脑

室、健身房等，疫情发生后还专门给上

网课的孩子配备了手机。

“ 有 孩 子 在 学 校 与 同 学 发 生 矛 盾 ，

姜院长就会立马去学校调解，给孩子撑

腰。”每天孩子们放学后，王春英发现

有孩子不对劲就会去询问，若发现有孩子

被同学欺负，她会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还有她自己安慰孩子的方式——比如，她

会 对 他 们 说 ，“ 你 就 问 问 他 们 ， 谁 家 有

7000 平的楼房？谁家有 40 个保姆？”

她说：“我们就是想给孩子更多的安

全感、更多的底气。”

一到放学时间，张婷走在院里经常会

被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围住，“你一句我一

句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毕业于哈尔

滨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 业 的 她 是 也 是 院

里的“孩子王”，经常教孩子们唱歌、跳

舞 ， 逢 年 过 节 还 组 织 他 们 搞 节 日 联 欢 ，

她觉得“这里的孩子经历特殊，比正常家

庭的孩子更需要精神生活，更需要亲情和

陪伴”。

“外面孩子们有的，我们也尽量让我

们的孩子也有。”姜松含说，虽然不能完

全弥补父母不在给孩子带来的缺憾，“我

们会努力给他们更多的爱”。

今年父亲节那天，姜松含收到好几封

孩子写的信，其中一封写道，“一直幻想

英 雄 的 样 子 ， 长 大 了 才 知 道 英 雄 就 在 身

边。时光荏苒，愿您永远意气风发，做我

们的超人爸爸”。

“每天都有新的希望”

来福 利 院 11 年 ， 王 春 英 有 7 个 春 节

是 在 院 里 和 孩 子 们 一 起 过 的 。 她 带 他 们

在 院 里 放 鞭 炮 ， 孩 子 们 怕 她 冷 会 把 她 围

在 中 间 ； 她 给 他 们 包 饺 子 、 煮 饺 子 ， 孩

子 们 会 悄 悄 用 筷 子 戳 开 饺 子 ， 把 包 有 硬

币 、 象 征 着 吉 祥 如 意 的 那 个 饺 子 偷 偷 放

她碗里⋯⋯

“这就是个良心活儿，你对孩子们好

不 好 ， 他 们 能 很 敏 锐 地 感 觉 到 。 孩 子 的

感 情 也 很 纯 粹 ， 你 对 他 们 好 ， 他 们 就 会

对你更好。”王春英说，在福利院为孩子

掉 过 不 少 眼 泪 ， 但 幸 福 和 温 暖 远 比 眼 泪

要多。

院里的孩子们也在以他们的方式回馈

着这份爱。

小耀逐渐改掉了抽烟的习惯，正在努

力锻炼。去年，高高壮壮的他和同在福利

院生活的小浩 （化名） 因有体育方面的优

势 ， 被 福 利 院 推 荐 至 市 体 校 就 读 。 前 不

久，在某省级运动会上，小浩夺得男子乙

组 49 公 斤 级 举 重 冠 军 。 而 小 耀 也 在 努

力 ， 他 说 自 己 想 成 为 一 名 举 重 运 动 员 ，

“想进国家队”，还约记者到时再对他进行

采访。

来到院里 9 年，16 岁的小丽 （化名）
的记忆中，那些痛苦的经历正在变淡，因

车祸去世的父母的模样也逐渐变得模糊。

她原来的家距离福利院并不是很远，但她

后来再没回去过，她觉得福利院才是自己

的家，有时假期去姑姑家反而觉得不自在。

现在的她正在读初中，喜欢画画，觉

得 自 己 画 得 不 错 ， 还 大 方 地 展 示 给 记 者

看 。 她 说 自 己 最 大 的 烦 恼 就 是 “ 学 习 ”，

成绩不是很好的她正在努力备战明年的中

考，她想“考上高中，再考上好的大学，

才能找个好的工作”。

福利 院 自 成 立 以 来 已 累 计 接 收 儿 童

72 名 ， 收 养 弃 婴 18 名 。 他 们 在 福 利 院

的 呵 护 和 关 照 下 ， 有 的 凭 借 美 术 特 长

如 愿 考 入 某 高 校 中 国 画 专 业 ， 有 的 已

大 学 毕 业 在 某 部 队 机 关 就 职 ， 有 的 已 顺

利 读 完 硕 士 研 究 生 ， 如 今 在 从 事 科 研 工

作 ⋯⋯ 提 起 这 些 ， 张 婷 就 觉 得 “ 腰 板 儿

挺得很直”。

有一天，绍立坤拉着张婷说要给她看

个惊喜——那天，不会说话的三宝发出了

人生的第一个音“妈”。

“每天看着孩子的成长，看着孩子一

点 点 地 变 好 ， 感 觉 每 天 都 有 新 的 希 望 。”

绍立坤告诉记者，自己以后想一直在这里

干到退休。

关于以后，小丽 11 岁的亲妹妹还没

怎 么 想 过 ， 她 说 ， 自 己 的 愿 望 就 是 “ 开

心，快乐”，就像现在这样。

鸡西儿童福利院用爱守护孤残儿童

爱 的 奇 迹 □ 蒋肖斌

致力于 《三体》 影视化的创
作者也许很有耐心，面对粉丝的
千呼万唤依然保持足够的定力。

《三体》 动画剧在去年发布了第
一个预告片后，时隔一年毫无动
静，还好最近又发布了两分多钟
的第二个预告，并宣布将于 12
月上线。

《三体》 作为很多人了解科
幻的第一本书，代表了科幻中最
强大的一个类型，就是对宇宙、
对地球外生命的想象。人性不可
说的微妙与宇宙不可测的浩大，
一小一大，一内一外，构成了人
类对探索自身与外界的最大好奇
心与想象力。

我们身处宇宙，对宇宙的了
解却偏偏不能穷尽。这对自诩高
级生命的人类来说，实在不是一
件愉快的事情。但正是因为这种
未知，给了人类源源不断的提问
机会。无论人类幼崽还是科学
家，还总提出相似的问题，比
如，宇宙从何而来？有另一个地
球吗？宇宙中有外星人吗？⋯⋯

这些关于宇宙最热门的问
题，其实已经提出了几十年、几
百年，连屈原都问过：“遂古之
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
考之？”最热门有两层含义，一
是关心的人最多，二是迟迟没得
到答案。

最近，有物理学家出版了一
本新书 《人类知道的太多了》，
选了 19 个“头条热门”宇宙问
题，诸如“人类还能生存多久”

“是什么阻止我们星际旅行”“太
阳什么时候会爆炸”⋯⋯并给出
了 19 个 迄 今 最 靠 谱 的 科 学 答
案。注意，是迄今，毕竟宇宙那
么大，天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
么。如果你是一个《三体》迷，甚至还能在书
中找到一些关键情节的科普，比如“我们能建
一个曲率引擎吗”。

作者的前作 《一想到还有95%的问题留给
人类，我就放心了》，是第十四届国家图书馆
文津奖获奖图书，还入选了清华大学新学期书
单。如果我们的宇宙是一种产品，那这些书籍
就是产品说明书，适合每一个正在体验该产品
的人类。

2018 年去世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最为人熟知的并不是那些普通人连名字都念不
完整的科学研究成果，而是他的科普书籍《时
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很多 80 后 90 后

（包括我） 的书架上都摆着这两本读物，由此
开启了对宇宙的科学初认识。

在清华大学西北隅，有一座八角形的天文
台。它的前身是建成于 1931 年夏的“国立清
华大学气象台”。在很多年以前，它的顶层还
没有今天的圆球，而是一个露天平台，钱钟书
就曾站在上面凭栏远望夕阳西下。文学家和物
理学家眼中的星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亘古
不变，前者说的“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后
者说的宇宙已经140亿岁了。

人类穷其文明、科学家穷其一生，提出并
尝试解答了那么多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终极问
题——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啊，“时间能倒
流吗，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会有小行星撞击
地球吗，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关于宇宙的问题，可能不会改变你我的生
活，但是它终究是会影响一些东西，比如你看
待自己以及与更广阔宇宙相连的方式。当你知
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就会知道人类并不在
宇宙的主舞台上；当你知道宇宙中充满智慧生
命，或者发现智慧极其罕见，那对自我的看法
自然会大不相同。

如果少年不识愁滋味，几十年风雨会让人
道天凉好个秋；度过两小无猜的青春期之后，
我们也会懂得什么是愿同尘与灰。我们的大部
分人生认知，会因为阅历而走向成熟。唯一的
例外可能就是关于宇宙，仰望星空，对宇宙的
好奇是人类永恒的青春期。

在宇宙面前，碳基生命是多么短暂而渺
小，但换个视角，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我们对
宇宙的好奇，是关于宇宙，关于地球，关于时
间和空间，更是关于我们自己。

人类已经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就更多，
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也许答案就在那
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但保持好奇的意义在
于，每一个数星星的孩子在长大之后，都能拥
有自己一生所求的那片星空。

对宇宙的好奇是人类永远的青春期

左图:黑龙江省鸡西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在端午节展示所收到的红绳。中图:“六一”儿童节，鸡西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去游乐园游玩。右图:孩子们在试穿新衣。 鸡西市儿童福利院供图

我们不断提升街道团
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
服务力，以青年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为切入点，打造

“青年 YI 家”阵地，为青
年提供交流、互动、实践
平台；围绕共青团助力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成立全市首家社区青
年志愿服务站，组建“青
淳为你”新时代文明实践
青年志愿服务队。我们将
继续以校地融合为突破

点，紧密联系高校院所及青年社团，打造
“青春牵手”品牌，引领高校青年与基层青年
互促互进、手牵手并肩赋能团组织建设；以
志愿服务为落脚点，持续深化“青春赋能”
三大行动，引领青年走进基层、深入小区为
环境整治出力、为居民排忧解难、为疫情防控
宣传；以提质阵地为支撑点，对青年阵地进行
功能优化、服务提升，积极探索“讲、学、
做”功能模式，充分发挥团组织阵地作用，助
力青年成长。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江 宁

区 淳 化 街 道 团 工 委

书记 谢青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江

西分公司机关团支部

书记 冯斓

作为央企团组织，我
们落实“六要”工作：要
开展“青年讲堂”，以红
色文化塑造青年；要对
标“五个模范”，以先进
标准引导青年；要选树

“先进榜样”，以优秀典
型 激 励 青 年 ； 要 组 织

“青年座谈”，以实际行
动 关 爱 青 年 ； 要 立 足

“岗位建功”，以艰苦奋
斗锻造青年；要倡导“志
愿服务”，以社会担当赋

能青年。我们将进一步坚持“四个始终成为”的
科学指引，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