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佳洁 通讯员 蒋
西明）近日，第五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
学设计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示结束。
重庆理工大学理学院胡南老师获全国
一等奖，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李唯唯
老师获全国二等奖，车辆工程学院成振
波老师获全国三等奖，管理学院李凌老
师获优胜奖。

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
赛由华南师范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30余家单位协办。大赛旨在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数字化战略
落地实施，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创新，以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促进教
师信息化素养与教学能力提升。

据了解，大赛分为高校初赛选拔推
荐、复赛网络评审和全国现场决赛三个
环节，覆盖了全部学科门类，已被纳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普通高校教师
教学竞赛分析报告》和《全国普通高校
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数据统计源，是衡
量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生态的重要指标
之一。

重庆理工大学以全国高校混合式
教学设计创新大赛、高校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等重要赛事为载体，营造“以赛促
教、以赛促用、以赛促教改”的良好氛
围，积极推进落实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各
项工作。

下一步，重庆理工大学将组织相关
获奖教师开展示范交流活动，以比赛为
抓手，发挥示范效应，打造优质课程，鼓
励教师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学改革
深度融合路径，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持
续建设教师成长、成才、成功的平台，努
力锻造一支师德师风高尚、教学理念先
进、教学能力突出的创新性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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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鸿恩实验学校 岳展言
指导老师 龚丹

今天我坐着天才发明家霍华德先
生的新发明——时光穿越机，来到了我
一直梦想去的地方，20年后的家乡。

20 年后家乡的夜晚，街上人山人
海，天上群星璀璨。我十分疑惑，这不
是未来世界吗？应该很发达，怎么没有
车呢？突然，头上一黑，抬头一看，天
啊！车都在天上飞。还有一个人探出
头看我，我一下认出了他的脸，是老同
学李华。李华和我聊了几句便邀请我
上车去他家参观。

李华家有很多很多的树，这些树长
得十分奇怪。“这是机械树，用来净化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时，李华对空气喊
了几句，“打开窗户通风，打开电视机，
机器人上茶。”电视机和窗户突然打开，
又来了一个机器人为我们端来了两杯
茶，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李华和我说了
很多20年后稀奇古怪的发明，我对其中
的两个发明很感兴趣，分别是3D打印
机和气象控制中心，我让他带我去看

看。3D打印店内有成排成排的座椅，座
椅上面还挂着一个个像头罩一样东
西。我看见一人坐上了座椅，戴上头
罩，顿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辆飞天汽
车，我觉得很神奇。问：“这是什么东
西？”李华说：“是脑机接口，可以把人的
思维连接到前面的巨型3D打印机上，
只要你想什么，3D打印机都能打印出
来。”这一发明震惊到了我。

走出3D打印机创造店，我们又来
到了气象控制中心。在气象控制中心，
我惊奇地发现，气象控制中心的天花板
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控制屏幕，上面有各
种各样的气象按钮。李华对我说，这个
气象按钮是用来控制各个区域气象
的。如果某一区域发生了旱灾，那么控
制中心的人员就会让那个地区开始降
雨，是不是非常神奇？我眼睛都瞪大
了，未来竟然如此神奇。走出气象中心
之后已经很晚了，我回到了现在的时
空。

回来后我不禁感叹，20 年后的家
乡是如此先进、发达。我们要好好学
习，为家乡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近日，重庆城市科技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学生第四党支部联合永川区海棠
小学党支部开展“汲取文化力量，传承
国风理念”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师生党员志愿者向小
学生们宣讲中华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

知识，带领孩子们亲身体验做古风灯
笼、绘团扇、剪纸、绘石膏娃娃等活动，
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民族文
化的魅力，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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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落幕

重庆理工大学教师获佳绩

作家榜：《吹牛大王历险记》
《吹牛大王历险记》是拉斯伯用

英文匿名发表的作品，后被德国诗人
戈·毕尔格编译成德文。本书问世至
今，凭借非凡想象力，受到全世界读
者持续热爱。

快乐冒险家闵希豪生男爵，去过
很多地方：俄罗斯、土耳其、埃及，甚至
去过火山、月亮、鲸鱼的肚子里……翻
开该书，闵希豪生的奇幻之旅和冒险
故事，让你笑破肚皮的同时，越读越
有想象力！

作家榜：《人类群星闪耀时》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传记之

王”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代表作，包
括 14 个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瞬间
特写，涵盖地理大发现类、战争与自
由类、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类、新技术
发明类。这些历史事件源自真人真
事，影响绵延至今。阅读时，如同观
看茨威格本人在历史现场直播，带
你目睹 14 个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
的重大抉择，从而更好地理解世
界。

相关新闻>>>

姚月（左）做客作家榜签售会。 通讯员 李梦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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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姜雅娟

三十多年的德国岁月，姚月以一
位数学教师的身份在德国扎根。热
爱文学的她，工作之余，将这份热爱
转化为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将众
多德国文学佳作翻译成中文。然而，
最让她骄傲的作品是她的女儿。近
日，笔者有幸在上海莘庄作家榜签售
会上专访了《吹牛大王历险记》《人类
群星闪耀时》的译者姚月，倾听她在
中德两种文化之间徜徉的故事。

谈初次翻译

把“德国鲁迅”介绍给
中国读者

虽然姚月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
大学、硕士深造于德国鲁尔大学的数
学系，但很多人却认为她是中文系
的，因为读书时，她就经常跟中文系
的同学在一起，他们写诗，她帮着抄
诗，朗诵诗歌。

理科出身的姚月是如何开启翻
译之路的呢？缘起于几年前她过生
日时，姚月的先生送给她两本诗集，
其中一本就是有“德语世界的鲁迅”
美誉的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
岑斯贝格尔的诗集，她读到一首《中
国杂技》的诗，她对先生说，想把这首
诗译成中文。而在读了《问题》这首
诗后，她萌发了要翻译汉斯诗集的想
法，之后就与德国著名的苏尔坎普出
版社取得了联系，出版社给姚月寄来
很多汉斯的书，她选了《比空气轻》
（原书名《诗集1950—2010》）、《将
军和他的子女们》（原书名《汉默斯坦
或者固执》）和一本小说。译作得到
顾彬、路德维希·维贝克、宋琳等中外
著名诗人、学者高度评价，姚月也因
此被誉为“中德民间文化交流信使”。

多重身份的叠加，也让姚月对文
学翻译有不同的解读。姚月表示，文
学翻译类似于数学中的坐标系，每个
事物和字词在坐标系中都有确定的
位置。中文和德文之间的关系可以
看作是坐标系中的一个函数，它们在
语境中有对应关系。在翻译过程中，
数学为她提供了精准性，需要在坐标
系中准确找到每个词的位置，理解它
们之间的函数关系。此外，德文词汇
在语感上也有程度差异，需要在中文
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姚月认为翻译
成功的标志是能够准确传达作者的
感觉，让读者能够理解并产生类似的
感受。在她看来，翻译《吹牛大王历
险记》一类的童书，如果能够将故事
讲给小孩听，并让他们理解其中的细
节，那么翻译就算成功。

谈他山之石

分享德国教育好习惯

姚月既是一位老师，也是两个女
儿的母亲，她向读者分享了一些她在
德国学到的值得借鉴的教育好习惯。
姚月介绍了德国人对时间的严谨态
度，她描述了德国人在拜访时的独特
习惯，如果去拜访一个人，就算提前到
了，他会站在门口，不敲门，不打电话，
静静地等到约定时间再进去。

姚月还介绍了德国学校的一项
规定，规定一年级的小学生家庭作业

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她解释说，如
果作业过多，家长可以签名表示孩子
已经用时半小时，而未完成的作业也
不会受到过多责备。这一规定旨在
减轻小学生的学业压力，让他们在轻
松的氛围中学习。

在姚月看来，教育的本质并非单
一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陪伴。她强调
了家长应当在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
程中发挥更多的陪伴角色，而非过度
指导。“孩子做作业时，我坐在孩子旁
边，可能我在读一本书，或是做笔记，
但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大家都在学
习。”这种平等的学习环境让孩子感
到被尊重，不会觉得被监视，有助于
提高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姚月也对当前家长存
在的一些误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观察到一些家长在公共场合用大
声责备的方式教导孩子，但实际上是
在训斥他们。对此，她提倡多讲事实
而非评论，家长需避免过度抱怨，保
持耐心。

谈家庭教育

放手让孩子迎接成长

姚月相信孩子是有自己的思想
和感知的，作为父母应该给予足够的
尊重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体验生
活。她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小女
儿因为皮肤问题会得到我更多的照
顾。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对
她有了新的认识。”

这件事情发生在小女儿两岁半
左右，大女儿从桌子上摔下来，鲜血

直流。姚月急忙准备送医院，而小女
儿却出人意料地自己穿上鞋子，坐在
车里儿童安全椅子上等待。“而在此
之前，小女儿因背部发痒是不肯坐安
全椅的。”姚月感动地说：“虽然小女
儿当时只会简单的词语，不能表达太
多，但她能感知到我们的动作和语
气。”

对于这样的情况，姚月表示：
“小孩子很聪明，他们天生有一种灵
感，能够理解家里的各种情况。作
为父母，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
足够的自由，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学会独立。放手并不是坏事，小孩
子能做错什么呢？我们从小就要开
始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
他们自己去做事情的勇气。”在尊重
与放手的教育理念下，不仅让孩子
更加自信和独立，也让家庭充满了
温馨与理解。

姚月还提到了小女儿大学专业
选择了建筑学。然而，学了几个学期
后，她发现自己难以设计出令自己满
意的房子，因而感到失望，要退学。
姚月耐心鼓励小女儿，让她自己去想
今后要干什么，后来女儿休息了一年
多以后被鲁尔大学心理学系录取，现
在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姚月强调，这
并非是失败，而是一个个体在特定环
境下进行探索的过程。

对于如何与经历挫折的孩子进
行沟通，姚月表示，人生是一条漫长
的道路，而不是一次失败就定义了整
个人生。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是通
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她主张以鼓励
为主，让孩子在积极的环境中认识到
自己的潜力，勇敢前行。孩子在18
岁时就成年了，可以独立做决定。姚
月认为在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尊重孩
子的决定，不要再一味叮嘱。

11月25日，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物
理实验竞赛（创新）决赛在重庆大学举
行，在全国600余所高校初赛之后，最终
有231所高校近1200名学生入围决赛。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
是一项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的物理学
科竞赛活动，是目前国内挑战性最强、

影响力最大的物理类竞赛之一，堪称
物理界的“大运会”。比赛分为“命题
类创新作品”“自选课题类创新作品”
和“大学生物理实验讲课比赛”3个类
别，旨在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对物理实
验的兴趣与潜能，培养大学生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该赛

自2010年起开始举办，每两年举办一
次，这也是首次在重庆举行。

“目前，从西部地区的物理实验教
学、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来看，
发展均存在不均衡的情况。”重庆大学
物理学院书记韩忠介绍，相较于沿海
地区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些高校

虽然开设了物理课程和实验课程，但
整体水平相对较低。韩忠表示，本次
赛事在重庆大学举行，对于有开设物
理课程和物理实验教学的高校具有重
要意义，不仅对985和211高校有促
进作用，也希望对一般的地方院校起
到带动作用。 （来源：重庆大学）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决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