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义诊 守护健康

实践队：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生义诊

实践团

实践地：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

7 月 12 日清晨，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中

医蒙医医院二楼大厅里，已经排了不少等候

就诊的患者。“村里通知我们，来了北京的医

学生，免费给我们看病”“我这高血压好多年

了，想请他们帮忙看看”……人群中，大家带

着期盼的语气互相交流。

不一会儿，一辆大巴车驶入医院。随车

而来的，正是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生义诊实践

团的 40 余名学生。他们来自首都医科大学本

部及 12 家临床医学院，涵盖 10 余个科室。

“小朋友，放轻松，叔叔按压一下，看看哪

里不舒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022 级儿外科学博士生张志一，一下车就开

始出诊。

“我的导师、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曾参

与林西县医院的援建。这次，我跟随老师的

脚步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把守望相助的精神

传递下去。”张志一说，“看到诊室外排起长

队，我很感动，有一种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觉，

也更坚定了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以医疗服务、药品发放和健康教育为中

心环节，以服务老人、儿童等为重点，这样的

模式已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助

力民生健康的有效途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021 级

眼科学博士生何海龙发现，前来就诊的老年

人中，干眼症、白内障患者居多。根据所学，

他对疾病的诊疗给出建议，并在与当地青年

医务工作者的交流会上，结合当地诊疗情况

与前沿科学，提出建设性意见。“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我希望尽自己所能，与当地医生

交换诊疗经验，为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及医疗

资源。”何海龙说。

此次博士生义诊实践团先后在林西县中

医蒙医医院、县医院、统部镇中心卫生院诊疗

1024 人次，送药 800 余盒。首都医科大学党

委副书记张健表示，“社会实践对于医学人才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继续引领青年学

子聚焦社会需求和百姓期待，提供精准而有

温度的健康服务。”

创新手段 传承文化

实践队：中央财经大学“‘语’润乡

村”实践队

实践地：山西省曲沃县

“你们听过曲沃碗碗腔吗？”向中央财经

大学“‘语’润乡村”实践队同学们发问的，是

山西曲沃碗碗腔剧团团长刘平。

曲沃碗碗腔，顾名思义，以敲击独特的打

击乐器“碗碗”来确定音乐的轻重缓急，唱腔

优美，曲调婉转，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2011
年，碗碗腔（曲沃碗碗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暑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本科生杨拓航和同学们组成实践队，把目光

投向曲沃碗碗腔，关注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

“这门地方小戏红火过。1998 年，剧团在

80 余县巡回演出 200 多场。”从历史到现状，

刘平如数家珍。言语间，也有无奈：而今，剧

团只有约 30 名演员，平均年龄四五十岁，发展

和传承面临挑战。

聊 罢 ，恰 遇 剧 团 彩 排《薛 平 贵 与 王 宝

钏》。从聊戏到赏戏、品戏，队员们感触更甚：

要尽自己所能，让历史久远的曲沃碗碗腔传

承下去，让更多人欣赏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先翔实调研。

有盼望——“爱听啊，从小就听，希望能

继续听下去”；

有困惑——“很多年轻后生不爱唱了”；

有鼓励——“大学生们心思活，给想想办

法，保护咱曲沃碗碗腔”……

此山哪闻那山音？实践队队员们思考：

发展传承，只走线下演出的老路，显然不行。

赋予这门地方戏曲更多“网感”，是队员

们数次讨论后作出的尝试。为剧团制作宣传

海报，把演出视频剪辑成更适合传播的短视

频，配以普通话字幕……带着海报和戏曲光

碟，队员们走进曲沃县乐昌镇马庄村、苏村

等地。

7 月 29 日，《薛平贵与王宝钏》新戏首演，

不少观众拿着队员们此前印发的海报而来。

台上卖力演出，台下声声喝彩。“多少年没这

么热闹过了，谢谢你们啊！”谢幕后，一名剧团

成员拉着杨拓航的手，连声道谢。

演出结束当晚，实践队队员们还在继续

讨论：下一步，若能帮助剧团创建视频号、直

播号，重视网络宣传，发布演出视频，应该能

收获更多关注，帮助曲沃碗碗腔传得更远。

深入西北 科研实践

实践队：上海交通大学“北斗探青

甘”国际实践营

实践地：青海省茫崖市

浩瀚的星空，无垠的荒漠，给上海交通大

学航空航天学院“北斗探青甘”国际实践营成

员留下深刻印象。近日，实践营走进青海省

茫崖市冷湖镇，通过无人机测绘技术，对当地

旅游景点等进行测绘和三维实景建模。

航 空 宇 航 科 学 与 技 术 专 业 硕 士 生 景 怡

澜，第一次参加实践营。“颠簸在海拔 3700 米

的山路上，面对出现的高原反应和极度干燥

的气候，起初有些不适应。”景怡澜说，在老师

和师兄师姐的鼓励、帮助下，大家克服了困

难，实践任务有序开展。

2021 年，上海交大师生就利用暑期深入

大西北开展实践。今年，他们计划在两次测

绘基础上，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服务当

地旅游、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这次我们还

增加了科普直播，各小组根据所学和特长，向

网友介绍无人机、卫星导航等相关知识。”第

二次参与实践的博士生肖应超说。

选址、上传路线、起飞无人机，测绘是这

次实践的首要任务。每个地段都需要重复飞

行 5 次相同路线，每隔 1 秒拍一张照片，并导

入软件开展测绘。“我们将所学知识用于实

践，可以为当地旅游路线的设计提供专业支

持。”景怡澜说。

短报文功能是北斗系统的一大优势，能

够用于应急通信。同学们设计出短报文解码

程序，模拟应急救援场景。“通过实践，大家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北斗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对

科考、旅游的实际作用。”即将直博深造的宁

宸章说。

行万里路，知中国情。团队还积极开展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

谈交流。同学们既增强了科研协作能力，也

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航空航天学院党

委副书记李魏表示，实践团队一边开展科研

实践，一边开展社会调研，将暑期社会实践与

科研工作、社会服务相结合，提升了实践育人

效果。

多彩墙绘 扮靓乡村

实践队：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实践队

实践地：重庆市潼南区

“作为美术专业学子，我们希望用手中

的画笔为乡村带来新风貌。”7 月，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同学们来到重庆市潼

南区寿桥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这群年轻

人以白墙为画卷，用五彩斑斓的画笔绘制出

一幅幅生动的墙绘，为寿桥镇的墙壁换上了

“新衣”。

“蔬菜种植是这儿的重要产业，咱们要画

进去”“图案不宜太复杂”……队员们在寿桥

镇实地考察，了解当地村情村貌、风土人情。

随后，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反复修改设

计图，将祖国的大好河山与寿桥镇的农耕生

活“搬”到村里的墙面上。8 天时间里，队员们

在 300 多平方米的墙面上绘制了 5 幅作品。

抬臂、起手、落笔、上色，队员们分工有

序、配合默契，用绚丽色彩营造出“画中有景、

景中有画”的美好景象。队员万昭辉感

慨地说：“一天下来，手臂酸得抬不

起来了，但看到村子被装点得

越 来 越 美 ，村 民 脸 上 露 出

喜悦的笑容，我心里特别

踏实、高兴！”

每 次 路 过 这 些

墙 绘 时 ，村 里 的 老

人 们 都 会 驻 足 欣

赏。“娃娃们把咱

村 的 花 椒 、油 菜

都 画 进 去 啦 ！”

“站远一点看，这

幅画仿佛变立体了。”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背

后，满是村民们对墙绘的喜爱、对创作者的

感谢。

让队员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名小学一

年级的小姑娘。她每天抱着绘画本，在角落

里学着哥哥姐姐们的样子画画。实践队队员

们鼓励她，要继续画下去。“小时候，村中的一

幅墙绘点燃了我的绘画梦想。在小姑娘身

上，我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希望我们的

画作能让这里的孩子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队员吕小平说。

近 3 年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选派 20 余

支团队深入各地乡村开展社会实践。带队教

师周宇说，通过暑期实践，同学们既发挥了专

长，也帮助乡村改善环境，更好地实现自我价

值、服务社会。

爱心支教 点亮梦想

实践队：南方科技大学明航支教队

实践地：湖南省衡山县

车窗外，绿树掩映，远山如黛。距离湖南

省衡山县白果镇越来越近，南方科技大学明

航支教队成员李庭轩的心情愈加激动。半年

前的寒假，他就曾到这里支教。活泼可爱的

孩子们，一直让他牵挂。

“庭轩哥哥，你真的又来啦！”教室里，小

学四年级的瑶瑶看到李庭轩，兴奋地叫了起

来。看到不少孩子的书包上还挂着上次支教

时的手工作品，李庭轩说，自己决心为乡村孩

子带来更多知识和快乐。

明 航 支 教 队 成 立 于 2017 年 。 今 年 7 月

底，又有 20 名同学来到衡山县白果镇，希望通

过 生 动 有 趣 的 课 程 ，点 亮 更 多 乡 村 孩 子 的

梦想。

“同学们，你们知道飞机为什么能飞吗？”

这是支教队成员田小可开设的“飞上云空”课

程。他以 C919 国产大飞机为切入点，向孩子

们介绍了飞机的发展历史及基本飞行原理，

还带领大家制作模型飞机。

“看我的飞机，飞得好远！”教室外，孩子

们一起放飞了模型飞机。田小可说，孩子们

期待的目光，让他更感到肩上的责任。

明航支教队队长王浩宇介绍，团队成员

调研发现，部分学生知识面相对较窄，为此，

支教队设计了特色课程，帮助学生开阔眼界、

拓展能力。在“云游地球”课上，孩子们可以

领略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职业生涯探索课上，

支教队员带领初中生了解各个职业；音乐、手

工等艺术类课程，则让孩子们学习感受美、创

造美。

为更好地了解农村学生的生活情况，支

教队还开展了家访。前不久，沿着乡间小路，

队员们来到小函同学家。“小函的家庭条件比

较困难，未来，我们想为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王浩宇说，家访让支教队员感受到乡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意 义 ，也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社 会 责

任感。

支教的时间过得飞快，队员与孩子们越

来越熟悉。临别之际，有孩子悄悄问李庭轩，

以后是否还会再来。“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再

来！”李庭轩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吴丹、黄超、丁雅诵、吴月、闫

伊乔）

图①：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学生

在甘肃徽县榆树乡石碑村开展助农直播。

李旭春摄（影像中国）

图②：宜春学院学生在江西宜春市袁州

区下浦街道墈上社区指导小朋友做手工。

邹 忠摄（影像中国）

图③：重庆对外经贸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学生在重庆合川区太和镇石岭村创作墙绘。

万 难摄（影像中国）

图④：湖北秭归县茅坪镇陈家坝村，暑期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在带领孩子们跳绳。

王辉富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张丹峰

高
校
学
生
积
极
开
展
暑

高
校
学
生
积
极
开
展
暑
期
社
会
实
践

期
社
会
实
践

厚
植
家
国
情
怀

厚
植
家
国
情
怀

增
长
知
识
才
干

增
长
知
识
才
干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55 教育教育2023年 8月 12日 星期六

■■教育时评教育时评R

■■师说师说R

②②

③③

④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建 设 全 民 终 身 学 习 的 学 习 型 社

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

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

源 开 发 水 平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进一步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对保障全民享有

终身学习的机会、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要坚持各级各类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和有效衔接，为全

民 终 身 学 习 打 下 更 为 坚 实 的 基

础。要促进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

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校

际、群体间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差距。提升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突出育人重点，加强学科

建设，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推

动老年教育的规范化、优质化发

展，依托老年大学扩大老年教育资

源供给，提供更高质量的老年教育

资源，优化老年教育公共服务。改

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促进职业教

育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开展学历

和非学历、入职前和入职后等多类

型的继续教育。

同时，应通过体系设计和制

度完善，推动各阶段、各类型教育

有效贯通，做到横向融通、纵向连

接、协调发展，构建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立交桥”。要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

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并

推动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面向社

会开展继续教育，帮助更多人获

得终身学习的机会。

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和社

会资源，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全民

终身学习环境。一方面，学校教

育资源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

要力量。例如，高等院校可以主动面向社会举办讲座、学术

报告等活动，开放艺术中心、体育馆等文化和体育资源，共

享线上学习资源，满足人们增长知识、提高职业技能的学习

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公众提供更

多学习机会。例如，更好发挥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公

共资源的功能；依托社区开发多样化课程，满足社区居民的

个性化学习需求，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增进学校和家庭

的交流，贯通校内外学习空间。

此外，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能够为个性化学习、终身

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

撑。要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

系提供新动能，努力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学习。应充分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扩大终身学习教育

体系的覆盖面，确保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服务更多个体。要

创新发展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突破学习

的时间和空间局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创共享，丰富终身

学习的渠道和资源，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学习服务。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进一步完善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方能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学习

的机会、更加便捷的学习资源、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更有

力地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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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

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为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成长奠基。

以高质量课程体系为载体，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个性成

长。在高质量课程体系的学习中，学生能够形成对社会的

认知、对生命的体验，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素养，并收获思

想和精神的成长。中学教育要发挥好思政课的关键作用，

并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和

科学素养。

以高质量体育教育为途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

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结合学校实际和课程改革

要求，加强体育课程建设，将体育与健康课程、校本选修课

程、校园体育竞赛、业余运动队训练、校外体育锻炼等有机

结合，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体育品德和健康行为。要创造

丰富的体育运动平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以高质量艺术教育为平台，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人文素

养。中学推进高质量艺术教育，要树立学科整合理念，完善

课程设置，精准定位课程目标。同时，重视校园艺术氛围的

营造，积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艺术体验平台，充分发挥艺术

陶冶情操的作用。

以高质量劳动教育为手段，培育学生劳动精神和实践

能力。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独特的综合

育人价值。中学教育要重视课堂学科教学和课外劳动实践

活动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

要搭建形式多样的劳动锻炼平台，校内校外联动、学校家庭

联合，让学生感受劳动的重要意义。

以高质量科技教育为抓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

新人才的许多重要素质，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发现和培养起来

的。中学教育应积极探索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机制和

模式，以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为出发点，改革教学

内容和方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作者为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校长）

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
蔡辉森

暑期社会实践是高校育人的重要载

体。在义诊中守护居民健康，用墙绘装

点美丽乡村，支教点亮孩子梦想……这

个夏天，高校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民

情 、增 长 知 识 才 干 ，加 强 磨 练 、增 长 本

领。本期教育版，聚焦 5 支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队的故事，展现他们的收获与

成长。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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