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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艺术教育是国民艺术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艺术素养

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校

外艺术教育还存在着一些影响美育发

展的问题，需要主管部门、艺术院校、

校外艺术教育机构等多方力量协同推

动解决。

校外艺术教育机构要坚持以美育

人，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

量。目前，一些校外艺术教育机构将

艺术考级、艺术高考作为艺术学习的

主要目标，忽略了学生艺术素养的有

效提升。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

途径，要摒弃功利性、技术化的培养理

念，引导学生在美的体验中不断提升

审美能力，向着全面培养艺术技能、艺

术兴趣、艺术感受力、艺术理解力、艺

术表达力、艺术创造力的方向转变。

艺 术 院 校 要 通 过 改 善 艺 术 考 级

制、增强师资力量等方式，为校外艺术

教育发展贡献专业力量。艺术考级制

度设置的初衷是为学生艺术素养的评

价提供客观依据。现行艺术考级教材通常侧重技能和作品的

考查，未提供明确的评价标准。此外，艺术考级评委也缺乏相

应的履职培训。以艺术院校为主体的考级单位要以艺术素养

的全面发展为评价依据，不断改进考级内容和形式，并从考级

理念、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对评委进行系统培训。此外，艺

术院校还应承担起培训校外艺术教师的任务，切实提高师资

水平和校外艺术教育质量。

主管部门要建立校外艺术教育评价制度，强化行政监管，

可从 3 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明确艺术考级评价标准。综合考

虑既有考级规模、师资力量、学科结构、单位性质、社会影响力

等因素，严格遴选艺术考级牵头单位，并由牵头单位协同其他

考级单位研究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二是建立校外艺术

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逐步实现校外艺术教师持证上岗，保证

师资质量。三是完善校外艺术教育监管机制。强化对校外艺

术教育机构的监管，将办学宗旨、教学场所、设施设备、办学经

费、教师队伍、教学计划等纳入考核，并对师资质量、教学内

容、收费标准、用户体验等进行动态的综合考评，推动行业健

康发展。

发展校外艺术教育，主管部门、艺术院校和校外艺术教育

机构应协同一致、精准发力，共同推动形成规范有序、丰富多

彩、充满活力的全新格局。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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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闭幕，南昌大学“中科光芯

——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产业化应用”团

队获得冠军。

这是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共有来

自 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47 所院校的 228 万

个项目、956 万人参赛，其中 1085 个项目入围

总决赛。

除常规的高教赛道、职教赛道、国际赛道

外，今年大赛新设“本科生创意组”，并设置单

独的晋级通道。浙江大学“多功能智能打印

机先行者”项目作为本科生组冠军直通总决

赛。“我们能将打印机缩小至钱包大小，让更

便 捷 地 打 印 变 为 现 实 。”项 目 负 责 人 陈 天

润说。

今年大赛还新增产业命题赛道，瞄准科

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目的在于推动高校的智

力、技术和项目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

密对接。华中科技大学云图团队将传统的图

计算性能实现倍级提升，华南理工大学城联

智图团队提出高性能图像风格迁移算法，获

得产业命题赛道金奖。

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新创

业中增长智慧才干，本届大赛的“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活动成果丰富。共有 2586 所院

校的 40 万个创新创业团队参与其中，对接

农户 105 万户、企业 2.1 万多家，签订合作协

议 3 万余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获得本次大

赛“红旅”赛道金奖。这支行走在大山深处的

白衣天使队伍，走进 13 个省份 19 个县的 29
所医院，送医下乡。“能发挥所长做些实事，我

们感到光荣与自豪。”今年刚毕业的医学博士

莫少波介绍，团队目前有博士生志愿者 200
余人。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高校重任在肩。“学校通过设置创新创业学

分、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创业项目等方

式，助力学生创新创业，努力培养更多拔尖

创新人才和团队。”南昌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院长徐健宁表示，前不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强大学生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融政策支持等，这些都

为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

了保障。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大赛带

动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变革。”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

了大学生敢闯会创的可贵素质，为当代大学

生绽放自我、展现风采、服务国家提供了新

平台。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闭幕

敢闯会创，绽放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 闫伊乔 丁雅诵

本报西安 10 月 19 日电 （记者龚仕建）19 日 11 时 30 分

许，我国自主研制、推力达 500 吨的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在

陕西西安试车成功。

该型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研制，直径

3.5 米，装药量 150 吨，推力达 500 吨，采用高压强总体设计、高

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壳体、高装填整体烧注成型燃烧室、超大尺

寸喷管等多项先进技术，发动机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航天四院大推力固体发动机总设计师王健儒说，此次直

径 3.5 米、推力达 500 吨大型发动机的试车成功，打通了我国

千吨级推力固体发动机发展的关键技术链路，标志着我国固

体运载能力实现大幅提升，为未来大型、重型运载火箭型谱发

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选择。

据介绍，目前，基于 500 吨推力整体式固体发动机，航天

四院已经在开展直径 3.5 米级分段发动机的研究，发动机分 5
段，最大推力将达到千吨以上，可应用于大型、重型运载火箭

固体助推器中，满足我国空间装备、深空探测等航天活动对于

运载工具的不同发展需求。

我国自主研制 推力达500吨

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

本报常德 10月 19日电 （记者何勇）日前，“考古中国”重

大研究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鸡叫城

遗址考古发掘”专家现场会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举行。会上，

专家宣布发现一处主体部分至少 330 平方米、加南廊至少 500
平方米的木结构房子。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

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础，距今 4700 年左右。

鸡叫城遗址位于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被发现于 1978
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 ，湖 南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和 四 川 大 学 合 作 进 行 了 勘 探 ，

2020 年秋季对遗址分东、西、南 3 个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

722 平方米，揭示出了壕沟、木构建筑、台基等一批重要遗迹，

其中木构建筑以 63 号房址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据现场发掘

情况，其单层面积至少有 330 平方米，加上行廊至少有 500 平

方米。据测算，这栋距今 4700 年的大院，主体建筑开间在 4 间

以上，除西室外其余开间前后两进。

专家认为，这项最新的发掘成果不仅证明了鸡叫城遗址

这座史前古城已进入古国文明，同时，它的建筑形制和文化承

前启后，是湖南考古对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

此次发掘的木构建筑遗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其

工艺与式样丰富了史前中国的建筑历史。

我国最早最完整大型木结构建筑出土

月球上火山活动何时停止？曾经的岩浆

活动如何维持？月球内部有多少水？19 日，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

新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研究

证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为一类新的月海玄

武岩，月球最“年轻”玄武岩年龄为 20 亿年，

比以往月球样品限定的岩浆活动时间延长了

约 8 亿年，其晚期岩浆活动的源区并不富集

放射性元素，并且月幔源区几乎没有水。

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 10 月 15 日和

19 日 分 别 发 表 在《国 家 科 学 评 论》和《自

然》上。

月球直到 20 亿年前仍
存在岩浆活动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样品舱成

功着陆内蒙古四子王旗，带回了 1731 克月

球样品，这是我国首次完成地外天体样品采

集 ，也 是 人 类 44 年 来 再 次 取 回 新 的 月 球

样品。

月球玄武岩是月幔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

经过火山喷发至月表冷却结晶形成的岩石。

火山活动是月球具有内动力的表现，火山活

动停止表明月球失去了内动力，也就意味着

地质意义上的“死亡”。因此，研究火山岩可

以揭示月球化学组成和热演化历史。

此前的月球样本和地球上月球陨石研究

已证实，月球的生命特征——岩浆活动至少

持续到 28 亿至 30 亿年前，古老的岩浆喷发活

动留下的黑色玄武岩形成了所见的“月海”。

但是，对于月球最晚期岩浆活动的成因和岩

浆活动停止的确切时间等问题，科学界一直

存在争议。

围绕上述问题，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和国家天文台

主导，联合多家研究机构团队对嫦娥五号月

壤样品中的玄武岩岩屑进行了年代学和岩石

地球化学研究。

嫦娥五号这次在月球上的着陆点位于

风暴洋西北处吕姆克山附近，远离人类以前

的采样点。中科院院士、地质地球所研究员

李献华说：“嫦娥五号着陆区是月球最年轻

玄武岩单元之一，过去科学家曾以一种统计

区域撞击坑的大小和数量的方法，推断这一

区域的年龄为 10 亿至 30 亿年。但是这种方

法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次最新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超

高空间分辨铀—铅（U—Pb）定年技术，对嫦

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岩屑中 50 余颗富铀

矿物（斜锆石、钙钛锆石、静海石）进行分析，

确定玄武岩形成年龄为 20.30± 0.04 亿年，证

实月球最“年轻”玄武岩年龄为 20 亿年。也

就是说，月球直到 20 亿年前仍存在岩浆活

动，比以往月球样品限定的岩浆活动延长了

约 8 亿年。

“此次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的精确

年代学数据为撞击坑统计定年曲线提供了关

键锚点，将大幅提高内太阳系星体表面的撞

击坑统计定年精度。”李献华说。

月幔非常“干”，水含量
仅为 1—5微克/克

2021 年 7 月 12 日，国家航天局在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举行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科

研样品发放仪式，国内共有 13 家科研机构获

得样品，其中，地质地球所等 7 家院属单位参

与了此项工作。

团队科研人员拿到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后，第一时间就对其进行了地球化学分析。

李献华说：“我们分析发现，嫦娥五号月

球样品的特性和阿波罗飞船月球样品基本上

是一样的，但是粒度更细一点，均值是 49.8 微

米。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面粉粒度均值

是 75 微米左右，也就是说月壤摸起来比面粉

手感还要细腻一些。”

科研人员还发现，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的

玄武岩铁含量非常高，镁含量非常低，这是一种

全新的类型，且来自于同一次的岩浆喷发事件。

除了月球岩浆活动停止的确切时间外，

月球最晚期岩浆活动的成因也一直是未解之

谜。目前科学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岩浆

中富含放射性元素以提供热源，或富含水以

降低熔点。

最新研究基于地质地球所研发的超高空

间分辨同位素分析技术，取得了意料之外的结

果：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初始熔融时并

没有卷入富集钾、稀土元素、磷的“克里普物

质”（这几种元素在地球化学上被称为“不相

容元素”，意为不容易进入到固体中的元素）。

李献华说：“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富集‘克

里普物质’的特征，是由于岩浆后期经过大

量矿物结晶固化后，残余部分富集而来。这

一结果否定了初始岩浆熔融热源来自放射

性生热元素的主流假说，揭示了月球晚期岩

浆活动过程。”

对于岩浆是否富含水，科研团队利用地

质地球所纳米离子探针研发的分析技术，计

算了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中的水含量

和 氢 同 位 素 组 成 ，获 得 月 幔 的 水 含 量 仅 为

1—5 微克/克，也就是说月幔非常的“干”。

科研人员指出，这一发现也排除了月幔

初始熔融时因水含量高而具有低熔点，导致

该区域岩浆活动持续时间异常延长的猜想。

未来月球的探测和研
究有了新方向

专家表示，新的研究成果为未来月球的探

测和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过去认为月球差不

多在 30亿年到 28亿年前就停止了岩浆活动，我

们的最新研究确定在 20 亿年前月球仍存在岩

浆活动。那么为什么会有岩浆活动？过去认

为，可能是这个地区的放射性元素非常高，或者

是富含水，我们的研究也证实并不是这两个原

因。看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月球的地球化学

和热演化的理论和模型。”李献华说。

该系列成果作为中国人全面主导的原创

性工作，得到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教授、国际知名行星

科学家奥德蕾·布维尔说：“精确的年代学研

究结果表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玄武岩形成

于 20 亿年前，比以往认为月球岩浆活动停止

时间晚了近 10 亿年。这些研究结果也为月

球年轻岩浆活动的成因提出了新的问题和研

究方向。”

“迄今为止，月球历史上在 30 亿年前到

10 亿年前之间到底有没有岩浆活动，火山喷

发的数据记录是一片空白，中国科学家发表

的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填补了这项空白。”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国际知名同

位素地球化学和宇宙化学家尹庆柱认为，这

一重大发现对于太阳系行星表面陨石坑撞击

年龄的绝对标定，以及对于进一步研究月球

的热历史演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科院副院长周琪透露：“中科院也在积

极推动月球样本研究的国际合作，中科院与

法国科研中心在月球样本合作领域方面已达

成初步共识。”

中科院发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新研究成果

深化对月球演化的认知
本报记者 吴月辉

■科技自立自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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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加快推进陕北民歌博物馆、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非遗小剧场等文化场馆设施建设，搭建榆林古城文

化资源保护、传承的重要平台。

图为陕北说书艺人陈文艺（右）在陕北民歌博物馆为观众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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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电 （记 者 刘

阳、任姗姗）近日，以

“梦想·见证”为主题

的 第 九 届 优 秀 国 产

纪 录 片 及 创 作 人 才

推 优 活 动 暨 第 五 届

北 京 纪 实 影 像 周 启

动 式 在 京 举 行 。 本

届 北 京 纪 实 影 像 周

以“纪录·百年荣光”

为主题，聚焦时代发

展和当下现实，将展

开学术论坛、行业培

训 、纪 实 影 像 展 览 、

国 内 外 优 秀 纪 录 片

展 映 、提 案 大 会 、互

动 体 验 、项 目 洽 商 、

人才培训等活动。

2020 年 中 国 纪

录 片 紧 紧 围 绕 主 题

主线，记录了波澜壮

阔的脱贫攻坚史诗，

弘 扬 了 伟 大 的 抗 美

援朝精神、伟大的抗

疫精神，一批人文、历史、科学和自

然主题的纪录片也闪亮荧屏，讲述

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第九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

人才推优活动同期启动，旨在进一

步加大对国产纪录片的扶持引导力

度，发挥优秀作品、制作机构、播出

机构和创作人才的引领示范作用，

带动国产纪录片不断发展。本届优

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

共有 12 类 106 项国产纪录片、人才、

机构入选。

第
五
届
北
京
纪
实
影
像
周
启
动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

中国科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