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新盘点31个新专业，“智慧”与

“智能”是其中的关键词——智慧
能源工程、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
智慧水利、智能地球探测、空天智
能电推进技术、智能运输工程、智
慧海洋技术、智慧林业，共有8个
新增专业与智慧和智能相关，其中
7个为工学门类。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智慧
水利系主任俞晓东介绍，智慧水
利专业是水利与信息化相融合的
专业，学生既要掌握水利行业的
知识，也要懂得新兴的技术。该
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事

“数字水利”建设，为“江河战略”

贡献力量。
山东大学开设的智能建造与

智慧交通专业以李术才院士和张
庆松教授为专业带头人，面向国家

“交通强国”“制造强国”重大战略
需求，深度融合数学、软件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交通土
木工程等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自主创新、具备跨界发展能力
的应用研究型领军人才。

近年来，高校本科工学类新增
专业较多，其中不少都是新工科专
业。专家表示，新工科专业或将继
续成为未来几年高校学科发展的
重要方向。

沙坪坝区一空手道培训机构，学
生正在训练。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参加武术、散

打、跆拳道等体育项目培训，既强健了
体魄，又磨砺了意志，“武”出精彩暑假，
丰富假期生活。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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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驱动
做成一件对他人很有用的事》

作者：周岭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个人的成长也许是通过主动做成一件对他人很有

用的事来实现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内心强烈希望变
好，行动也很努力，却始终无法达成理想状态，这背后的
原因通常是缺少价值意识、输出意识、创造意识、作品意
识、利他意识……本书将通过“做成一件事”的心法和技
法两部分内容，和大家一起探索如何通过创造个人价值
获取人生的成功、幸福和意义。

本报讯 （通讯员 安春光）为进
一步丰富中小学生的暑期生活，让学
生过得更有意义，不断培养学生的科
学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近日，铜
梁区科协联合刘时友青少年科普工
作室在东城街道金龙社区开展了“科
学小实验 点亮暑期生活”主题科普活
动，3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刘时友老师为学生
们进行实验演示，他使用电吹风机
对准气球吹风，吹风机产生的气流，
使气球在空中旋转。这是为什么
呢？刘时友老师向好奇的学生们讲
解道：“这就是康达效应。从吹风机
中吹出去的高速气流在流过气球表

面时，运动方向就发生了偏转。而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的运动方向发
生改变，需要借助力。根据牛顿第
三定律，气球对气流施加一个偏转
的力，那么气流也必定会施与物体
一个反向偏转的力，所以气球会在
空中旋转起来。”听了老师的讲解，
学生们恍然大悟，兴奋地为刘老师
的精彩演示鼓掌。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同学们
的科学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促进
了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增加了
孩子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诉求，极大
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有效助力
了“双减”落地实施。

科学小实验 点亮暑期生活
铜梁区科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

根据教育部此前公布的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共有31个本科专业首次正式招生，涵盖了工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等九
大学科门类。高校本科专业调整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晴雨
表”。新专业“新”在哪儿？未来将如何培养专业人才？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表示，
专业设置和调整的总体思路，一
是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
和产业发展需要，二是重视质量，
三是优化结构。为突出就业导
向，申报增设专业过程中明确要
求高校充分调研社会需求，以扎
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
专业的理由和基础，加强与用人
单位沟通，明确社会对新设专业
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新设专业还需对一
些不能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就业

率过低的专业进行有益补充。例
如，教育部连续两年在艺术学类专
业上进行了调整，新设了更符合现
代企业需要的科技艺术、纤维艺术
等新专业。

近年来，中国科技艺术发展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冬奥会
开闭幕式上，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创
造出了诸多惊艳的经典场景。与
此同时，艺术院校也在积极推动数
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与艺术
创意的融合，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的
教学方式培养新型人才。

多学科交叉融合，也是新专
业的一大特点。在本科专业设置
调整工作中，教育部支持高校主
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
和产业发展需要，引导高校用好
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
叉融合的新专业。

实现“双碳”目标，专门人才必
不可少。目前，我国在碳捕集、碳
利用、碳管理及碳交易等环节的专
业复合型人才存在空白。2021年，
重庆大学牵头并联合3所高校申

报了“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
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李正

良说，现在能源、材料、交通等领域
对碳储科学与工程人才的需求非
常大。为此，学校将着力培养学科
交叉性强、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
希望该专业未来有60%至70%的
毕业生可以继续深造，为“双碳”目
标贡献力量。

随着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
的实施，中国行星探测工程吸引世
界关注。由成都理工大学申报的

“行星科学”专业，研究的正是深空
探测。

新工科专业凸显“智慧”

交叉融合适应发展需求二
新

三
新

专业设置突出就业导向

高校新专业有
“三新”

■ 刘 峣

参赛队
员正配合搭
建山城步道
模型。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本报讯 （记者 沈静）7月 15日，
渝中区首届高中通用技术创意智造
比赛在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
举行。该赛围绕“渝中半岛山城步
道”主题，带领同学们探索山城步道
设计背后的科技奥秘。

本次比赛由渝中区教委主办，区
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基地（区普通高
中通用技术实训中心）承办，旨在为
搭建技术学科知识向创意实作技能
转化的平台，深入推进渝中区普通高
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
建设。

比赛设现场制作、路演和答辩3个
环节。现场，选手们围绕“渝中半岛山城
步道创意智造”项目，结合渝中人文特点
和山城特征，综合运用木工、金工、电子
等技术，利用矬子、锯子、胶水、单相台钻
电机等设备和材料，开展创意设计并加
以物化，在科技探索和创新实践中提升

个人素养。
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实验
校，渝中区普通高中通用技术实训中
心自开设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以
来，从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教学策略、
学习评价等方面对通用技术课程实施
体系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
努力构建立足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通用
技术区域特色课程体系，例如在必修
模块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选修模块的教
学，挖掘个性化、特色化的实践项目，
形成了“基础—拓展—特色”三级课程
结构，为全市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提供

“渝中样本”。
渝中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围绕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研究等内容，提升全区普通高中通
用技术课程的实施水平，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创业意识，促进终身发展。

渝中区举办首届
高中通用技术创意智造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