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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丰 富 ，省 级 赛 事
精彩纷呈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竞赛，是全

省每年举办科技体育活动中的一个系

列活动，是一项有着十几年发展历史的

“金牌”赛事。在 2023 年，这项系列活

动的主题为“飞向明天 驾驭未来”，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各类科

技体育比赛。

2023 年 3 月 6 日，2023“飞北”航空

绘画评比活动暨国际航联青少年航空

绘画大赛甘肃省选拔赛在兰州顺利结

束，共有 560所中小学 1991幅作品参加

选拔，全国共有 9幅作品获得特等奖，我

省 3名选手荣获特等奖殊荣并报送参加

国际航联的评比，这是我省组织参加该

项全国赛事以来获得的最高奖项。

2023 年 6 月，2023 年“飞向北京·

飞向太空”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航空

航天模型无人机教育竞赛在临夏市举

行，共有来自兰州、临夏、庆阳等 10 个

市州 171 支代表队的 2833 名运动员、

领队、教练员参加，共组织进行了航空、

航天、无人机三个大项、29 个小项的比

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赛事规模取

得了新的突破。

在 2023 年 7 月的暑假中，各项省

级赛事逐步增多。全省青少年无线电

测向锦标赛、全省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

竞赛、全省青少年建筑模型教育竞赛分

别在瓜州、玉门等地启动，吸引了众多

地州市的代表队参加。

2023 年 10 月 15 日，位于静宁县城

川镇吴庙村的 35°苹果谷，迎来了苹果丰

收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 1100 余名

户外定向运动爱好者，涌入苹果谷，参

加“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

赛（甘肃静宁站），共同感受美丽乡村的

魅力，体验定向运动的乐趣。

此次定向赛分为儿童组、少年组、

青年组、成人组、乡村公开组以及乡村

亲子组，运动员们根据手中的地图按顺

序到达各个点位完成打卡任务。新城

小学的教师张娟娟和儿子白清扬报名

参加了乡村亲子组比赛，两人边看地图

边跑，很快就在指定区域内找到了全部

的“灯笼”标记。“定向比赛可以锻炼孩

子识地图、认地形的能力，还能通过规

划打卡顺序，提高统筹能力。”张娟娟

说：“孩子平时很少有机会亲近大自然，

这次比赛设置在连片的苹果园中，既能

让孩子锻炼身体，又能体验乡村生活，

真是一举两得。”

庄浪实验小学的小学生柳如意也

随队参加了比赛，她以 11 分 56 秒的成

绩顺利通过了比赛。柳如意说：“以前

只是参加过学校运动会，这样有趣的比

赛还是第一次参加，以后我会尝试更多

的科技体育活动，去充实自己。”

在 2023 年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

竞赛活动期间，我省推出了一系列以赛

事、研学、航空热气球展演、游览体验、

文化活动等为一体的高水准、有趣味的

科技体育比赛和体验活动，有效促进了

航空科技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受

到了学生、老师和家长的广泛欢迎。

挖 掘 潜 力 ，地 方 活 动
全面铺开

2023 年，承办甘肃省青少年科技

体育竞赛活动，为加强各地城市宣传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机遇。我省各地通

过比赛既向省内外游客宣传推介了各

地的特色旅游资源、城市亮点名片，也

展示了甘肃在脱贫攻坚、东西协作、招

商引资、乡村振兴、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优秀成果，使人民群众对承办地人文、

历史和体育氛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各市州、县区在多年的参赛、观摩

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办赛经验。”省航

空运动学校副校长李如红介绍说，在

2023 年 ，庆 阳 、临 夏 、陇 南 、定 西 等 市

州，以及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榆中

县，庆阳环县，静宁县等县区，陆续举办

了多次地区科技体育赛事活动，参赛队

伍超过千余支，参赛人数超万人。

2023 年 4 月 15 日，“奔跑吧·少年”

临夏州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竞赛在

临夏市实验小学开赛，共有来自七县一

市的 59 个代表队 600 多名学生参赛。

近年来，临夏州重视科技体育竞赛发展

工作，成立了临夏州科技体育运动协

会，积极组织学校参加国家、省级各类

青少年科技比赛。目前，社团和兴趣班

在学校掀起了科技热的新氛围，全州各

县市已有上百所中小学开展青少年科

技体育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青少年科技

体育全面推广和发展。

同样在 2023 年 4 月，榆中县第三

届中小学生科技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在

榆中县崇文实验学校拉开了帷幕，来自

县属中小学和全县各学区中心小学、独

立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部分完全小

学 等 共 计 82 所 学 校 ，85 支 参 赛 队 ，

2487 名运动员参加了激烈角逐。榆中

县教育局局长杜永鹰说，青少年科技模

型大赛是全面展示青少年创新实践能

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全县教育系

统要围绕“科教兴县”发展战略，全力推

进科技创新教育，着力打造“航模飞出

希望”教育名片。

通过各地的不懈努力与积极探索，

丰富多彩的科技体育赛事活动成了全省

青少年展示运动竞技水平、延伸研学旅

游的大舞台，在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素

质提升的同时，也为承办地“体育+经

济”增长贡献了科技体育的力量。

提 升 标 准 ，办 赛 机 制
不断完善

在 2023 年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

竞赛活动期间，竞赛活动组委会各成员

单位认真落实工作职责，不断巩固联合

办赛机制，对赛事工作制度、人员配备

等进一步商讨、修订、完善，审议通过了

相关办法、意见，为推动赛事规范化、标

准化、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确保省青少年科技体育各项竞

赛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省航空运动学

校、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省航空运

动协会成立考察评估领导小组，组织各

项目裁判长等专业人员组成联合考察评

估组，对各承办地的比赛场地、办赛条件

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考察，严格按要求落

实竞赛场地、制定了安全应急处理预案。

省航空运动学校校长吴陆平表示，

作为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竞赛活动

的承办方，省航校要更加准确理解和把

握科技体育的地位、作用和发展目标，

通过不断优化科技体育赛事活动组织

领导、项目设置、竞赛规则、执裁水平和

安全管理等环节，提升办赛质量，丰富

赛事内涵。

“要以协同高效、全面发展的工作

理念，加快推动构建赛事活动长效工作

机制，与各厅局、各承办地携手共建，将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竞赛活动打造成

为全省乃至全国品牌赛事。”吴陆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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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内涵
推进课程思政体系改革

“我从事教学的所有课程都融入

了课程思政的内容。”由兰州大学基础

医学院韩俭教授讲授的《病原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三门

课程，很好地结合了科学家屠呦呦的

故事等，“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科研人员

对国家任务的责任与担当，以及中国

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 前 ，兰 州 大 学 3000 余 门 专 业

课、282 门通识教育课、111 门在线课

程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此外，学校

还推动建设《地球历史及其生命的奥

秘》《走近核科学技术》《文科物理》等

一批富含思政元素、广受学生欢迎的

线上、线下“金课”。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吴王

锁教授及其团队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

课《走近核科学技术》，将“两弹一星”

精神注入专业教育之中。这个课程在

网易公开课、中国大学慕课等教学平

台上线并向其他高校及社会学习者免

费开放，每学期的选课学校达上百所，

选课人数过万人。

“金课”之外，所有课堂都有育人

功能，所有任课教师都要种好责任田。

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何鹏举副教授带领学生，将《环祁连山地

质认识实习》这门课搬到了拥有丰富地

质资源的祁连山。在 2023 年 7 月的暑

期，他在讲解完地质现象后带领学生前

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参观学

习。“希望同学们不仅能学到地质学的知

识和技能，更能意识到如此优越的野外

学习条件是怎么来的。”何鹏举说。

目前兰州大学共立项 13 门人文社

会科学专业课和通识课程作为教学改

革试点项目，加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研究。

《中国文学名著赏析》是 13 门课之

一，主讲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古世仓教

授谈道：“课程主要是关于文体和作家

的专题性讲授，课程设计和教学中对

课程思政的安排，主要围绕创作主体

的社会责任、文化人格、艺术气质、形

式创新和文学贡献五个方面展开，突

出了专业精神。”

打破专业壁垒
加强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兰 州 大 学 2021 年 发 布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本 科 专 业 和 课 程 体 系 建 设 的

《指导意见》，构建以主修专业为核心、

以辅修为拓展、以微专业为补充的“4+

2+3”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体系。

学校鼓励打破院系壁垒，推动跨

学科、跨学院合作建设双学士学位专

业和交叉学科专业。2021 年秋季学

期 ，兰 州 大 学 跨 学 科 贯 通 课 程 开 课 ；

2023 年秋季学期，学校向本科生推出

24 门跨学科贯通课程，分校区分学期

滚动开课。

兰 州 大 学 哲 学 社 会 学 院 邱 德 钧

教授在《逻辑学》课堂上，将逻辑学、认

知科学和 AI 跨学科结合起来，从逻辑

学发源地古希腊开始，依托哲学、理论

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带领新时代

青年一起揭开“人工智能世界”的“神

秘面纱”。

“课堂上有许多‘硬核’知识点”，这是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2020 级本科生

李斌对这门课程的最初印象。对李斌而

言，学习逻辑学等同于学习了一门新技

能，“每当涉及跨学科、技术层面的知识

时，用逻辑学基本原理去理解反而非常轻

松。”李斌说。

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导向的微

专业的培育与建设，对推动兰州大学

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满足学生全面

发展和个性化发展需要、培养复合型

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兰州大学动物医学与生物安全学

院生物制药（疫苗创制）跨学科微专业

是首批开设的微专业。2023 年 6 月，

12 位首届学生顺利毕业，获得生物制

药（疫苗创制）微专业证书。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9 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祁文斌就是其中一位，“微专业

的学习，帮我跳出临床医学局限的‘圈

子’，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建 设 一 批 通 用 类 在 地 国 际 化 课

程，也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容之

一。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 2023 年

开设了 5 门在地国际化课程，以提升学

生的全球胜任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国 际 组 织 文 献 导 读》是 兰 州 大

学 外 国 语 学 院 刘 婧 老 师 及 其 团 队 开

发 的 通 用 类 在 地 国 际 化 课 程 。“ 这 门

课有四位老师，老师们不仅带我们研

读学习国际组织的文献文件，还给我

们 提 供 很 多 去 国 际 组 织 实 习 的 建

议。”外国语学院 2021 级德语专业学

生孙炜宏说。

聚焦学生成长
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热 爱 地 理 学 的 兰 州 大 学 2022 级

本 科 生 郑 慧 珠 被 她 的 本 科 生 导 师 选

中，担任《自然地理学》助教。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她带领学院 2023 级的

新生们分别前往兰州“水墨丹霞”和兴

隆山进行专业实践活动。为此，她精

心做前期准备工作，如课程知识图谱

绘制等。郑慧珠说：“担任助教让我对

课本知识更加熟悉，对教材整体框架

更加了解，我的沟通交流、组织协调能

力也有所提高。”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修订的

2023 版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

“依托野外科学观测台站，探索科教一

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广

阔的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生产实践中

得到切实锻炼。”《自然地理学》这门课

程也由原来的纯理论性课程改革为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模式。

同样在课程改革方面，兰州大学

法学院在新版培养方案中写道：“在专

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按照毕业生考

研深造和从业两大主渠道，采取理论

课程与实践课程并行的思路设计专业

自主选修课。”通过专业选修课的课程

组合模式，突出学生的差异化竞争力。

据了解，法学院针对有意向就业

的本科生，设置了民法案例研习、刑法

案例研习、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模拟

法庭实战演习等实践课程，课堂案例

教学题材也不再局限于教材、网络，而

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事，让学生提前

了解了将来职业的真实情景。

“培养品德高尚、理想远大、人文

底蕴与科学素养深厚、理论基础与专

业技能扎实，具有健康体魄与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与面向未来的创新引领

型人才”，是新时代兰州大学本科人才

培养的目标。

“专业核心课要求平均分在 85 分

以上，而且单科不能低于 80 分。”这是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荣誉学

士学位课程关于必修课程的要求。对

照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物理科学

与技术学院将 2023 版培养方案中富

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课程设

置为荣誉课程，学生在学期间达到学

院设立的荣誉学士授予标准，即可申

请荣誉学士学位。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

院长王建波表示，荣誉学位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增加学生的自

信心和满足感，鼓励他们思考并发挥自

己的长处，对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未来

进一步深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兰州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学 生 为 本 质 量 为 先

2023 年 11 月 19 日，FTF 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金昌选拔赛暨首届全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在金昌

市龙首高级中学举办。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柯玉栋

2023 年 7 月 30 日，由民乐县科技局、科协主办的“民乐县首届青少年科创机器人精英赛”在民乐县全民健身中

心举办。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王国泰

师生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兰州大学供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陈泳

科技体育运动是一个与科技有关的体育项目群，包括航天、航空、航

海模型，无线电测向，定向越野等运动项目。科技体育运动以体育为平

台，以科技为手段，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广泛欢迎。多年来，我省高度重视

青少年科技体育发展，大力开展相关竞赛、培训活动，强化科技体育教育，

为全省青少年丰富科技知识、培养健康体魄打下深厚的基础。

2023 年，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科协、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

的“飞向明天 驾驭未来”甘肃省青少年科技体育竞赛活动，共举办了

10 项全省青少年科技体育赛事活动，11 项地州市区级竞赛（选拔赛）及

科技体育节活动，1 项全国性体育赛事活动，8 个教练员、辅导员、裁判

员培训班，组队参加了 5 项全国比赛，为各地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交流技

艺、互相提高的科技体育平台，为健康中国、西部体育强省建设贡献科

技体育的力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通讯员 曲倩倩

近年来，兰州大学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聚焦“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在系统实施“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

程”(“3468”工程）的基础上，提出一流本

科教育理念和建设蓝图，从“学校管好”

“学院做好”“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四

个维度进行系统改革。

“ 目 前 ，兰 州 大 学 通 过 有 组 织 地

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围绕强化学生专

业核心能力培养，提升学生学术素养

与 科 研 能 力 、团 队 合 作 能 力 ，培 养 学

生 跨 学 科 、国 际 化 和 数 据 能 力 ，培 养

学 生 阅 读 、写 作 与 沟 通 能 力 ，培 养 学

生 幸 福 生 活 能 力 等 五 个 方 面 持 续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兰 州 大 学 教 务 处

处长郭明宙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