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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上海交
通大学今天宣布，!"#$年“自主选
拔科技创新潜质人才”试点开始实
施。明天起至 #!月 #%日，符合要求
的苏浙沪考生可登录上海交通大学
招生办公室网站（&''()**+,-.,/'0.120.
34）进行报名。

!"5$年的选拔要求与去年并
无不同———凡符合三地高考报名
资格，在高中阶段获得省!市"级科

技创新大赛一等!或以上"奖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经报名、
资料审查、面试、特色测试等环节，
获得“自主选拔科技创新潜质人
才”认定的考生，将与其他深化高
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预录取
同学一起，在所在省级教育考试院
网站和教育部阳光平台网上公示，
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即可被
相关预录取专业录取。

上海交大招办主任陶正苏表
示，去年成为交大首批“创新潜质
人才”的 56名考生从 $%%多名学
生中脱颖而出，今年学校仍将以开
放心态面对，并无人数限制，只要
符合“科技创新潜质”要求的考生
学校都欢迎。通过材料初审的考生
将受邀前往交大校园参加面试和
特色测试。这一部分内容由交大相
应领域教授组成专家组，没有标准

答案，着重考查学生的科技创新潜
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队合作精神和动手能力等。

除了省级科创比赛的“门槛”
外，今年交大还首次推出“校长推
荐制”。在与交大签署科创活动协
议的 7所中学，无需科创竞赛获奖
成绩，中学校长可以推荐具有科技
创新潜质的学生获得面试资格。校
长推荐名额计划超过 !%名。

! ! ! !在培养未来创新人才上，基础
教育还存在哪些瓶颈？昨天在高境
镇第三中学举行的首届沪台两地
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上，教育专
家们的见解见仁见智。

科普活动有广泛性
在由市青少年科普促进会、宝

山区教育局、宝山区少科站等主办
的论坛上，科技教育特级教师刘国
璋老师说，目前的青少年科学实践
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课题研究
活动，另一类是科普活动。从本市
近十年的统计来看，每年占科技竞
赛评审量 89:的课题研究项目，其
参与者只占学生总数的 %.;:，而

占评审量 56:的科普活动项目，参
与者却占学生总数的 <<.;:。这足
以说明，在校园科技活动中，科普
活动是最有广泛性的。然而遗憾的
是，现在有不少学校往往把目光只
盯在学生的课题研究，特别是能获
奖的项目研究上，把获奖看成了学
校科技活动的最大“成绩”，这就造
成了科技教育的本末倒置。

鼓励学生共同创新
眼里只有“搞课题、获大奖”，

又要考虑到“保密”、防“撞车”和
“抄袭”等因素，从事课题研究的学
生在项目评审前几乎不敢拿出来
让更多的同学群策群力，人为压缩

了学校的创新教育氛围。这个问题
也在论坛上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宝山区少科站秦莉萍、唐颖两
位老师说，该区这几年在中小学广
泛开展了创意金点子活动，并将它
作为参加青少年创新大赛的序幕，
取得不错效果。比如，小李同学在
看到超市里有很多人排队刷条形
码付账，就想了一个点子，即在购
物车上装个可刷条形码的装置。但
在论证会上，同学们纷纷提出意
见，认为这会让一些爱占便宜的人
钻空子逃避计费。又如，小曹同学
发明的供环卫工人马路作业使用
的携带式 =>? 警示发光装置，也
受到了同学们的质疑，在吸收了大

家意见后，这项课题最终获得了全
市比赛的金奖并申请了专利。

教育资源期待整合
与会的专家们还提出了一个

亟待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目前在培
养未来创新人才上还存在着模式
单一、教育乏力、创新氛围淡薄、学
段缺乏有效衔接、资源不能充分整
合等困境。而且，现在一些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开设的创新班，邀请大
学教授开专门课程，但受到学制限
制和升学压力的影响，所谓的课题
研究也大多重结果轻过程，办创新
班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本报记者 王蔚

上海交大自主选拔科技创新潜质人才明起报名

除了获奖门槛 新增校长推荐

首届沪台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上，专家直指科技教育怪现状———

重评奖轻科普 重结果轻过程

! ! ! !笔者读了 < 月 5 日新民晚报
@$版上刊登的《改造火星，人类要
花两个世纪》一文，作为一个航天工
作者，对此观点我有点质疑。

文章引用了我国探月工程首席
专家、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在第 ;7

期院士沙龙上的发言，他认为，估计
人类要花上两个世纪才能完成火星
改造，并分析说：改造火星首先要解
决两个科学技术问题，一是想办法提
高火星表面温度；二是增加大气浓
度、改变大气成分。人类通过几个世
纪的卓越努力，可以将贫瘠的火星改

造成一个拥有蔚蓝天空、绿色草原、
蓝色湖泊和生态友好的新世界……
人类利用两个世纪就能将一个

完全没有生命、没有空气、没有水
源、冷热温差极大，距离地球最远将
近 6亿公里的不毛星球，改造成“拥
有蔚蓝天空、绿色草原、蓝色湖泊和
生态友好的新世界”，这可能吗？我
想，做不到。

人类赴火星一个单程就要 !9%

天左右，来回则需要 ;!%天左右。去
年俄罗斯搞了一个火星A;%%行动，
模拟太空和火星环境进行全程探
“火”。但那毕竟是“纸面”文章，人类
要真正登临火星，道路还十分漫长。
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登火

星都那么困难，别说改造火星了。即
使人类登上了火星，但对于改造火星
这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几个航天员顶
什么用？航天员首先要解决的，是自
身在火星上生存的问题，其次是进行
适量的科学考察并尽快返回。真不知
道航天员拿什么来提高火星表面的
温度？又拿什么来增加火星的大气浓
度和改变大气成分？而要达到改造整
个火星的目的，使之成为“蔚蓝天空、
绿色草原、蓝色湖泊……”可能吗？
正如在那期院士沙龙中上海航

天局的孙敬良院士所言：地球人当
前最要紧的，是把我们地球上的事
情干好！

上海航天报 游本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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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施捷）上海市儿童医
院联合普陀区卫生
局及其所属的普陀
区中心医院、普陀区
人民医院、普陀区利
群医院、普陀区妇婴
保健院，日前组建本
市首个区域性儿科
医疗联合团队。这被
视作为切实解决上
海地区儿科就医紧
张难题的一个积极
举措。

市儿童医院院
长于广军介绍说，儿
科医疗联合团队将以
市儿童医院为技术核
心机构，通过人才、技
术、管理输出等形式，
对普陀区 6家医疗机
构的儿科进行帮扶和
指导，在6家医疗机
构开展挂牌服务、同
质管理，并实施统一儿科医务人
员业务管理、统一诊疗规范、统筹
儿科床位使用、统筹人员安排的
“两统一、两统筹”模式。

本市首个区域性儿科医疗联
合团队将重点在小儿急重症、新
生儿科、儿童保健、医疗质量控制
等领域，以人员培训、进修轮转项
目为抓手率先开展合作。市儿童
医院将定期选派医务人员下基层
服务，委派专家对区级医疗机构
进行儿科业务查房、疑难疾病会
诊，并通过联合团队平台开展科
研及技术协作项目。同时，市儿童
医院与普陀区卫生局所属 6家医
疗机构将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共同制定双向转诊临床标
准、转诊流程和管理规范，优先接
受转诊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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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主 题
为《得“意”
忘“象”》的
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
艺术设计
学院师生
作品展昨
天在上海
虹桥当代
艺术馆开
幕。该展览
集中展示

了 5!%多幅优秀
作品，涵盖了绘
画、摄影、包装创
意、产品设计等
多个艺术门类。
图为学生设计的

创意汽车模型

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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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读者来信提出疑问———

!科技创新人才该怎么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