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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华 2019 年
以 679 分的成绩考入
清华大学，这让他成
为全家的骄傲。他把
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归
功于江苏海安支教老
师的精心培养。“他们
教会了我自主学习的
方法。”杨昌华说。

杨昌华出生于云
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
自治县一个小山村，
从小接受的教育并不
好。素来被称为“小凉
山”的宁蒗县贫困面
大，贫困程度深，教育
事业起步晚，底子薄，
1951 年才成立了第
一所小学，1957 年才
成立第一所初中，
1972 年才开始招收
高中生。

杨昌华的父母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没有什么文化，却打
心底里坚信“孩子把
书读好，家庭才会
好”，为此全家两次
搬迁，从村里搬到乡
里，从乡里搬到县
城，一路陪伴杨昌华
上学。

父母的良苦用心
让杨昌华较早地认识
到读书的意义。他默
默努力，勤奋学习，
2016 年中考时以优
异成绩考取了宁蒗县
民族中学“海安班”，
这个班由海安教师实
行独立自主教学、管
理。考入“海安班”，在
当地是一种荣耀。“海安老师有一套。”当地人这样
评价。

故事得从 1988 年说起。
20世纪 80 年代，宁蒗与海安因木材贸易往

来频繁，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如何让双方的合作更
深一步，两县主官经过一番考察和反复研究论证
之后，一致把目光瞄准了教育领域。

1988 年 4 月 28 日，宁蒗、海安签署了教育合
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创办一所初级中学，取名
“宁海中学”。同年 8 月 25 日，由海安抽调的一支
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在内的 33 人支
教团来到了宁蒗，开始首轮支教。

“从卫生习惯和普通话开始教起。”“水土不
服，吃不好，睡不好。”……初来乍到，海安教师面
临一系列教学、生活困难，但就是在这样艰苦陌生
的环境下，首批海安老师仍坚持不懈，辛勤耕耘。
三年后，宁海中学中考成绩位居全县第一，一时
间，宁海中学的奇迹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之
后，宁海中学教育成绩连年保持全县领先地位。

1993 年，海安对宁蒗的帮扶从初中拓展到高
中，23 名海安教师开始承担宁蒗县民族中学高中
部教学工作。此后九年，宁蒗县民族中学的高考升
学率稳居丽江市第一。

教育帮扶的效果实打实，这让两县历届党委
政府“一棒接着一棒”，不断推进支教工作。2016
年 8 月，宁蒗与海安再次达成教育合作协议，其中
包括创办前文所提到的“海安班”。杨昌华就是第
一届“海安班”的一名学生。

初入“海安班”，杨昌华便被海安教师的“开
放式教学”和“民主化管理”震惊了。杨昌华告诉
记者，海安老师注重挖掘每一个学生的特色和潜
质，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没有强迫式、灌
输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律和主动学习意
识，“就连考试考什么都要征求学生意见，也不监
考，完全靠学生自觉”。

“对我而言，到贫困地区支教是一种使命，既
然来了，就必须把学生带好。”今年已是海安教师
王拥军到宁蒗支教的第 10 个年头。当初，他也知
道来“小凉山”支教会很艰苦，但他还是勇敢踏上
了支教的征程，并一直坚持至今。

“我们身体力行，给宁蒗学生传导一种勤业、
敬业、精业精神。我们把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教育
理念和方法潜移默化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实践证
明是有效的。”王拥军说，在教学中，我们尽量做到
讲话慢一点，板书多一点，课量少一点，难度缓一
点，功夫下在备课和辅导上，通过不断启发学生，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热爱学习。

海安教师的先进教育模式不断结出硕果。
2019 年，首届“海安班”学生高考成绩 680 分以
上达 4 人，最高分为 697 分，全班平均分 605 . 4
分，居丽江市第一，有 3 人被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录取。

在 2020 年的高考中，“海安班”再创佳绩，全
班 44 人参加考试，有 29 人成绩超过 600 分，全班
平均分达 616 . 6 分，1 人以 709 分成绩勇夺丽江
市理科第一名，全班一本上线率达 98%。

海安老师一批接着一批在宁蒗支教，从根本
上推动了“小凉山”教育事业的长足进步。宁蒗县
教育体育局局长张达峰说，32 年来，累计有 10
批 286 名海安教师来到“小凉山”支教，培养了
2 0 0 0 0 余名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输送了
10000 多名大、中专生。许多毕业生学成归乡，成
为建设“小凉山”的生力军，有的还成为当下这场
脱贫攻坚战的主力干部。

“宁蒗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而宁蒗的教育发
展，离不开海安教师的支持。”宁蒗县委书记杨承
新说，海安老师到宁蒗支教，不仅带来先进教育
理念和教学管理方式，直接促进全县教育水平大
幅提升，还直接改变了“小凉山”人民的教育观
念，广大群众的思想已经从“读书无用，打工挣
钱”向“教育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教育”转变。当
前，宁蒗县把教育作为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来
抓，每年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全县年度财政支出
30% 以上，全县最漂亮的楼房是学校，“宁海教育
合作”还在不断升级拓展。

宁蒗和海安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这场持续
32 载的教育帮扶，早已让两县人民结下深厚
友谊。

（本报记者字强）

▲ 8 月 3 日，在沈阳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蔬菜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温室大棚查
看棚内温度、湿度等信息。

进入暑假以来，沈阳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们紧抓暑假空闲时间，在学校实验室、农业
教学科研基地、自习室等地做实验、查资料、写论文。学校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障
研究生学习和生活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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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京大学
考古专业，引发社会热议。不解者认为冷门专业没
有“钱途”，赞扬者鼓励说应当遵从内心，选择自己
所爱。

从 20世纪 70 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到 90 年代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如日中天”，
再到 21世纪初法律、计算机、金融等专业成为“爆
款”……高考考生的专业选择，往往像一面镜子，

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折射出人
们求学择业等观念取向的变化。

事实上，钟芳蓉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
众多优秀学生踊跃报考基础学科，不从专业的
“热”“冷”角度考量，而是更多考虑个人兴趣爱
好和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 2019 年
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
学、汉语言文学、心理学、法医学等传统上被
认为“冷门”的学科成为“ 00 后”考生最喜爱
的专业。

“这一代考生从小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独立性较强，视野开阔，乐意接受新鲜的事物，
在专业选择上，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和自我价值
的实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岳龙说，
“ 00 后”有着较强的理性选择能力和较为宽广
的视野，他们的家庭和学校大都具有较为宽容
的氛围，使他们在学业选择上更加注重个人价
值判断，而不是家长、专家或社会固有的习惯性
认知。

“我特别喜欢运动，也关注各类体育赛事，
毕业以后考虑做记者或自媒体。”北京考生孙嘉
悦说，自己从高一就想好了报考体育新闻的专
业方向，认为能把兴趣变成职业是幸福的选择。

考生韩广琪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
专业，她希望能把高考的专业选择融入到社会

的需求中。“今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疫情让我
感受到了医学的重要性，白衣战士们的责任和
无畏让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 00 后’还是很有担当的。”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松说，从今年的报考咨
询中可以感觉到，学生对时事新闻非常关注，在
选择自身兴趣所在的同时会考虑到国家发展所
需，也看得比较长远。

“如今社会发展变化飞快，专业的‘冷’‘热’
不是恒定的，很有可能这几年‘热’，等毕业时就

‘冷’下来了。”一位考生坦言，自己在选择专业
时，不仅要看眼前专业是否新颖热门，更重要的
还是看未来趋势。

某高校招生办主任介绍，该校地矿专业就
像“过山车”，有几年毕业生供不应求，大三就被
抢订一空，而随着矿山停产，这个专业一下又成
了冷门。

曾经的“盲目跟风”，让不少高校专业千篇
一律，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毕业生也出现
“滞销”。为此，教育部推出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支持急需紧缺和新兴专业，同时严格控制
“过热”专业，遏制高校外延式扩张冲动。如，支
持高校设置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学专业布点，新
增应急管理、养老服务管理等目录外新专业，对
于经济管理类等布点较多的专业，则根据各地
实际需求及高校办学条件从严控制。

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多元人才成长通道
的搭建，也给予了新一代年轻人更广阔的成长
空间、更充分的选择机会。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扩大学生
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实现以学分积累作为学生
毕业标准”，“通过设立辅修学士学位，推行辅修
专业制度，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双学士学
位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
化发展机会”。

完全学分制、大类专业招生、转专业……
不少高校探索打破专业壁垒，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建
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体
系，加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并实现
学生在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范围内自由
选课。清华大学将全面实施本科大类招生和大
类培养，通过新生导引项目、通识教育课程和
专业引导类课程，提升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自
主性。

在日益包容多元的社会氛围和成长环境
下，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都无法“捆绑”学生的
未来。心有所爱的青年，定能在不同领域走上各
自的成才之路。

（记者胡浩、赵琬微）
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选“兴趣”还是选“钱途”？
透视高考专业选择取向之变

研究生的暑期生活

随着六盘山进入雨
季，大山里的小朋友们也
迎来了暑假，山脚下，宁夏
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新旗
村的“七彩课堂”又到了人
气最旺时。

上午九点半左右，11
岁的于谦已牵着 9 岁的妹
妹坐进了“教室”，室外飘着
绵绵细雨，室内响起琅琅
书声。“我家离广场不远，这
里娃娃多，我们一起学习、
打球、玩游戏，过得可开心
了。”他一脸兴奋地说。

“教室”前方的临时讲
台上，19 岁的大一学生于
雪珍正在教简单的英语礼
貌用语，于谦兄妹俩和几
十个小伙伴坐姿端正，大
声跟读。即将升学的于谦
学得格外认真，不时低下
头做笔记。

“我爸妈在外面干活
很累，我要好好学习，长大
了好好孝顺他们。”于谦有
些害羞地说，“老师讲的我
之前没学过，但能听懂。”

在包括泾源县在内的
宁夏西海固地区，年轻父
母大多外出务工，不少农

村娃成为留守儿童。而近年来，尽管城乡教
育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农村辅导班、兴趣班
少，尤其在寒暑假教育资源仍较为薄弱。

为解决农村父母的后顾之忧，同时丰富
农村娃的假期生活，泾源县一方面试点打造
“四点半课堂”“七彩假期”，一方面邀请返乡
大学生、本地教师、大学生支教团等社会力
量进行志愿服务。

据泾源县团委副书记伍月介绍，去年暑
假，全县共招募近百名志愿者，在 7 个乡镇、
3 个社区开展“七彩假期”活动，惠及 1200 多
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

“娃娃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希望，我们的
初衷是扶贫先扶智，集中资源关爱留守儿
童，同时为返乡大学生等群体搭建反哺家乡
的平台，鼓励他们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中来。”伍月说。

而这正是主修英语教育的于雪珍暑假
返乡后，报名到村部当志愿者的主要原因。
“村里娃英语学习起步晚，容易跟不上、自
卑，我想早早给他们打个基础。这对我自己
也是种锻炼。”于雪珍说，“这几天看他们这
么认真，我毕业后更想做一名英语老师了。”

新旗村的“七彩课堂”其实由“四点半课
堂”演变而来，课堂负责人于彩红说，暑期
“七彩课堂”已经办了两年，是村里娃课后的
知识学堂和游戏乐园。最多时，“教室”里要
坐 80 多个孩子，三到六年级的学生居多。

伍月说，考虑到孩子的成长规律，学习
并非“七彩课堂”的全部。

以新旗村“七彩课堂”为例，教室里靠墙摆
放的大书柜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墙上的
小木格里，陈列着孩子们的绘画、叠纸等作品。
近两年，还有不少音体美专业的大学生“进村”，
带孩子们打篮球、做游戏、演话剧、大合唱……

“打篮球可以让我长得更高，打乒乓球
可以锻炼我的手速。我每次和同班同学一起
练，特别有意思。”提到喜欢的运动，平时内
向的于谦话多了起来。

于谦的变化正是伍月希望看到的。“农
村娃娃不自信，也不愿去展示自己，我们就
是要提供舞台让他们争取机会，向上向善去
成长。孩子反过来也能影响父母，激发家庭
的内生动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她说。

（记者谢建雯）
新华社银川 8 月 4 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4 日电（记者杨帆）“妈，
这几节电池是要放到红色袋子里的。”11 岁的
刘纯熙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在滦河边的一
处林子里低着头，一路搜寻各类垃圾，在成年人
居多的志愿者队伍里很是惹眼。

刘纯熙在河北唐山滦州市油榨镇油榨小学
读四年级。上学期学校开展了“垃圾分类”活动
让她挺感兴趣。这个暑假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
下，她通过当地“文明滦州”微信小程序报名参
加了“保卫母亲河”的环保志愿行动。

每周六，在妈妈刘海燕的陪伴下，刘纯熙和
志愿者们一起到滦河岸边捡拾垃圾、整理环境。

“别看她小，红黄蓝绿四色垃圾比我们大人分得
清着呢，大热天跟着队伍干一天，确实挺锻炼人
的。”刘海燕说。

“孩子们除了学习，假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多体验、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唐山市
教育局局长刘绍辉说。

在乐亭县，中堡镇勒流河小学给学生们留
了一项特殊的暑假作业：帮助父母、亲近农活。
最近，四年级学生张立芮每天写完作业便赶到
自家桃园里，用手机直播父母的劳动场景。

张立芮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围观，这
让张立芮的妈妈十分感慨，“看她一本正经介绍

的样子，小大人一样，没想到懂得还挺多。”
进入暑假以来，唐山一些放假“归巢”的

孩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丰润区火石营
镇潘家峪村 13 岁的学生潘宇彬和另外 5 名
小伙伴，经过系统培训后当上了潘家峪惨案
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为游客介绍当年潘家
峪惨案的经过、村子的发展和未来的愿景。

“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实践平台，能让他
们更好地了解家乡，在心里埋下一颗建设家
乡的种子。”纪念馆馆长周学军介绍说，2018
年以来，已有 18 名小学生在节假日期间走上
讲解岗位。

河北唐山：暑期多历练 少年有作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学

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到 90 年代对外贸易、国际贸

易“如日中天”，再到 21 世纪

初法律、计算机、金融等专业

成为“爆款”……高考考生的

专业选择，往往像一面镜子，

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脚步，也折射出人们求学择业

等观念取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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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8 月 4 日电（记者郑天虹、
杨淑馨）虽然出行仍然需要戴口罩，但在广
东孩子们报名暑期夏令营的热情不减，主打
“健康牌”的夏令营尤其受到家长和学生的
青睐。

位于深圳的航海夏令营，以海上运动如帆
船、皮划艇为主，并穿插射击、徒步、露营、急救
等课程，吸引了广东省内及省外的青少年参与。
广州家长黄女士说，这个夏令营包含的户外运
动、水上运动项目，对孩子身心健康和独立性都
是很好的锻炼，而 7 天 6晚的课程安排也较为
紧凑。

8 月 2 日，东莞巴雷国际击剑俱乐部迎来
了第一批夏令营学员。“开营两天以来，孩子们

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对击剑表现出很大的热
情。”夏令营教练郭建力说。

据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6 月 2 日起，
广东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展线下培训服务，击
剑夏令营也因此迎来了一阵“报名热”。报名的
家长大多希望通过击剑运动增强孩子的身体素
质，同时也希望孩子能培养刻苦努力的运动精
神，提升自信心。

“今年的暑假比较短，但是各个机构推
出的运动类夏令营增加了很多。因为疫情的
原因，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久，家长
也希望孩子能借此机会出来锻炼。”郭建
力说。

疫情中暴露出的亲子矛盾和孩子的心理

问题，受到家长的重视。针对这些问题，一
些机构开发了家长正面教育、孩子情绪管
理方面的夏令营课程，不少父母带着孩子
一起去参加。广东一位中学生家长吴先生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家
长的教育焦虑和孩子的网络依赖反复碰
撞，没有找到正确的疏导方法。当他听说
有正面教育的夏令营，便立刻与孩子的妈
妈一起请假，带着孩子去参加。

专家认为，疫情凸显孩子生理健康和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让家长、社会看到了孩子教
育的多元诉求。以往的假期，大家主要关注
的是学科学习，各类补习机构“一统天下”，而
这个假期的教育活动则更为丰富。

夏令营打“健康牌”吸引“宅家”学生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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