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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大、清华互相开放本科课
程的新闻一时间在网络上刷了屏。不
少网友调侃道，如今终于不用再纠结
上北大还是上清华的问题了。事实
上，北清之间互相开放课程早在多年
以前就有过相关探索，而此次互通课
程，则是从2020年年初重启的，如今已
稳定运行一年。

作为中国大学的排头兵，北大、清
华这一举动无疑产生了不小的示范作
用。而随着近年来不少高校开展资源
共享、课程互通等方面的探索，大学之
间的“围墙”不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牢
不可破。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这
些措施，一方面盘活了多所大学现有
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培养复合
型人才提供了更多可能。

据了解，2021年春季学期，北大和
清华互开课程合作再升级，共开放83
门课程、695个名额。其中，北大将向
清华本科生开放56门通识核心课，含
396个名额；清华将向北大学子开放27
门优质课程，含299个名额。

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傅绥燕说，
北大和清华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也

有悠久的合作传统。据了解，两校的
生命科学学院之间早已有开放互选课
程的实践。202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
教务部和清华大学教务处同时发布通
告，宣布两校达成共识，在学校层面互
相开放部分本科课程并互认学分。

傅绥燕表示，在全校本科生范围
内开放各类优质课程的互选，并互相
认定学分，这确实是头一次，这将更加
有利于两校教学资源的共享。

对于两校的学生来说，隔壁校的
“网红课”十分吸引人。

“我希望亲身体验两校不同的学
习氛围与跨学科跨专业课程。”北京大
学物理学院的梁同学在2020年秋季学
期选择了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开设的“3D打印创意设计与制作”。从
小对各类实验与操作非常感兴趣的
他，希望能有机会在实验室中感受亲
自设计、制作物品的快乐。

经历上学期的抢课失败，这学期，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王天煜同学早早
就守在了选课系统前，并顺利抢到了
李猛老师的“哲学导论”课。按照新雅
书院的培养计划，他已修过哲学的基

础类课程，实际上并不需要这门课程
的学分，但他还是愿意每周两次骑车
往返北大，抢到前两排的位置，每节课
记录3000余字的笔记，据他说，就是为
了“学术追星”。

在开放课程的选择上，傅绥燕透
露，两校根据各自的教学资源和优势，
在不影响本校学生选课的基础上，初
期选择了一些具有各自特色和优势的
课程。“清华可能更多提供了一些工科
课程，包含一些动手实践类课程，北大
主要集中在人文、理学、社会科学等方
面，包含一些非常受学生喜爱的通识
课程。未来我们会在现有基础上渐进
地扩大选课范围，稳步推进开放课程
的数量和学生数。”

傅绥燕认为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多
本校以外的学习机会，学生们的眼界
扩大了，学习的自主性更大了。

如今，一些如北大、清华这样地理
位置相近、办学水平相当的“CP高校”
都开展了课程共享、学分互认等方面
的举措。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
大学在2011年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两校每年互派本科生、研究生到对方

学校学习，开放课程，互认学分。2019
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等5所河南高校校长签署校际课程互
选与学分互认合作框架协议，在河南
高校率先实行校际课程互选与学分互
认，本科生可进行跨校选课。

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大学间的围
墙有何意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
员卢晓东表示，北大、清华这一举措实
现了高校之间的优势互补，有着很好
的示范效应。

“我们要把‘隐形的围墙’推倒，这
不是北大在培养人才，或是清华在培养
人才，而是大家共同在给国家、给社会、
给世界培养优秀人才。这种打开围墙
的开放举措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战
略意义。教学培养不应局限在一个学
校，我们应该把这个门打开，共同来促
进人才培养。”卢晓东表示，进一步打破
大学间的“围墙”，推进高校间的学分互
认是大趋势，但还需解决其中的“技术
问题”。“推进学分互认，也要建立完善
的学分核算机制。只有高校之间建立
起严格的学分财务核算机制，才能让

‘学分互认’走得深、走得远。”

本报讯（记者 沈静）3月15日至
17日，第36届渝中区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在渝中区劳技基地举行，来自全
区23所中小学共1000多人次学生和
科技辅导教师参与，大赛现场，科幻
画、科技创新成果展示等活动充分展
现了渝中区青少年学生科技创新意识
和学生实践能力。

此次大赛由渝中区教委、渝中区
科协主办，渝中区青少年创新学院、
渝中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承办、
渝中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协
办。大赛以“体验·创新·绿色·成长”
为主题，包括的项目有青少年科技创
新成果竞赛（创造发明、科学研究论
文、机器人创意）、优秀少年儿童科学
幻想绘画展览、青少年优秀科技实践
活动展览；科技辅导员板块的内容包
括科技辅导员科教制作、优秀科教方
案评选等。

大赛包括现场展示和答辩两个环
节，在现场展示区，来自各校的青少年
积极展示自己的科技创新作品，吸引
了众多目光，有充满童趣、脑洞大开的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画，还有青少年科
技创新成果展示，“管道探测飞行器”

“智能古法熬中药系统”等创造让人称
赞不已。

来自渝中区大同实验学校五年级
（3）班的吴满愿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智
能古法熬中药系统。“我从小吃中药，
看着妈妈用药罐熬药，有一次不小心，
药罐被打碎了。妈妈就去药店买熬药
机熬好的中药给我喝，我发现，已经制
好的中药没有自己家里熬的中药浓
厚。”吴满愿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告诉
了自己的科技辅导员，从2020年6月
开始，他们开始这方面的探究，尝试不
加盖子、持续搅拌、控制火候等方式，
终于制成了这款智能古法熬中药系

统。“参赛选手将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用科学的方式突出实用性和巧妙性，
比赛的整体质量一年比一年高。”竞赛
评委说道。

据了解，参赛者通过校级选拔和
区级初赛，最后进入区级决赛的项目
是发明创造45项、科学论文24项、机
器人创意9项、科幻画615项、科技
实践活动4项、教师教具9项、科
教方案6项。

渝中区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得到了重庆市科协、渝
中区教委和渝中区科协等
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比
赛中参赛选手较高的科学素养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给领导和评委
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科技发明、
科技论文和科幻画得到了评委高度
的评价。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顾小立 俞
菀）记者从浙江省教育厅获悉，《浙江省
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已
正式发布。方案提出，浙江将建设“教
育魔方”工程，构建教育大数据仓，统筹
推进数字技术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广
泛深度融合。

据了解，浙江将按照“多云融合、多
网互通、多端智联、应用支撑、统一管
控”原则，统筹利用全省统一的政务云
基础设施体系，规划适宜全省各类学校
个性化应用的教育公共服务行业云，实
现教育计算机网、电子政务外网和互联
网安全互通、融合发展。

教育大数据仓是“教育魔方”建设
的主体单元。基于教育行业云构建的
教育大数据仓将实现各类教育数据资
源的集成汇聚，促进不同地区、不同层
级之间教育数据的贯通共享，驱动业务
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

据了解，教育大数据仓数据中枢将
提供教育数据从采集、存储、加工到分
析的全过程能力，实现包括数据资产、
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数据服务等模块
的教育数据在省、市、县、校之间的互通
共享，并预留与国家数据的接口。与此
同时，教育大数据仓将对分散在各部
门、各系统、各层级的相关数据进行全
方位汇聚，并围绕机构、人员、资产、事
件等建立教育行业统一赋码体系，逐步
提升教育数据质量。

此外，浙江还将基于省域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与学分银行，建立以人为
核心的“学在浙江”全民数字学习平台，
协同省级有关部门，加快各类学习资源
平台入口集成，推进各类学习成果统一
汇聚，形成贯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中职、大学等各阶段的可信数字学
习档案，建设全民学习大数据。

浙江建设“教育魔方”
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

北大清华课程开始互选

打破大学间的“围墙”还需几步
■ 叶雨婷

第36届渝中区青少年创新大赛举行

▲吴满愿正在介绍智能古
法熬中药系统。▲

石油路小学张潇丹正
在安装管道探测飞行器。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