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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中，大连理工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智能车实验室
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学习景
象：学生三五成群地讨论着
手中的车模部件，一辆辆自
主研制的智能车在跑道上来
回穿梭。

这些学生就是大工智能
车团队的主要成员，在过去的
一年中，他们一举拿下了“瑞
萨杯”、全国智能车竞赛一等
奖等多项殊荣；他们是大工创
新人求知问真的真实写照，孤
独行走在寒假冷清的校园中，
只为筹备 2016 年的各项智能
车竞赛；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
却有着相同的梦想，希望在更
高的竞赛平台上为校争光。

十年来，大连理工大学智
能车团队薪火相传，培养了一
批批创新人才，取得了一项项
竞赛荣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智能车教学体系和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

搭建知识“传送带”
新老接力培养创新人才

1 月 24 日，学校一年一度
的寒假智能车竞赛如约而至，
42 名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
生牺牲寒假时间，组成 15 支

团队在研教楼进行比赛。除此之外，每年暑假
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开展比赛活动，通过校内赛
帮助学生积累比赛经验，提升专业技能。

智能车校赛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年，比赛
中，智能车团队的新老学生自由组队，分工合
作，通过赛前培训、作品制作、测试调整等多项
环节完善作品，最终根据全国智能车竞赛的最
新规则，邀请专业裁判进行现场评比。紧张而
热烈的比赛中，“瑞萨杯”获得者高元龙熟练地
对赛道进行着最后的检查，谈起从参赛者到组
织者的身份转变，他笑着提起了自己的备战经
历。“当初我刚到智能车团队时其实很不起眼，
基础也不好，能力也一般，但团队没有放弃我，
有经验的学长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而且
经常能有机会和指导教师沟通，我现在只是在

做团队中每一位成员都习以为常的事。”
多年来，智能车团队薪火相传，形成了“以

老带新新成长，以新促老老更强”的知识“传送
带”体系，每年不断有新生通过实践班招新加
入团队，并在学长的帮助下成长为能够独立设
计作品的优秀创新人才。

团队新人、来自电信学部的张冰逸表示，
“智能车团队中，集体总是先于个人，我们每个
新生都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在学长的帮助下
成长，我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氛围，在这里学
习虽然辛苦，但非常快乐。”

划分培养“三阶段”
梳理脉络建设教学体系

为了帮助不同专业的学生更好地适应智
能车课程的学习，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冯林经常
带领团队指导教师开会讨论课程体系的建设，
推行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学院副院长、团队
负责人吴振宇结合一线教学经验，与团队研究
出“三横三纵”相融合的教学体系，指导学生开
展学习。

“三横”分别为智能车教学的三个阶段，即
宽口径基础课程教学、针对性专业知识教学和
个性化专项系统教学，“三纵”表示了智能车教
学的三种方法，即理论实践相结合、软件硬件
相结合、深度广度相结合。在这样立体化、层次
化的教学体系中，每年都有超过 150 名学生入
选智能车团队，他们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开始
由浅入深地学习基础知识，并将所学理论不断
应用到实践课程的设计中。

谈起自己在团队 4 年的学习经历，原智能
车团队队长王东旭表达了自己在团队学习中
的感受，“在智能车团队的学习从来都不枯燥，
书本看累了就做会课程设计，设计中遇到不懂
的再去翻书，总感觉有学不完的东西。”现在，
王东旭已经保送至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
寒假初始，他便从长沙赶回大连，投入他热衷
的智能车团队，并计划在 2 月 5 日返回老家河
南。“大工是培养我的沃土，智能车团队滋养我
成长，无论我走到哪里，这里都是我的牵挂。”，
王东旭说到。

吴振宇副教授表示，“智能车课程的设计
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过程，‘三横三纵’的教
学体系能够很好地梳理课程间的层次逻辑，能
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根植于
这里，且创新，且成长。”

我的寒假“作业”
姻本报记者 韩琨

几乎是收拾好行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起，
寒假就开始了。每个人都对寒假有所计划，却对

“寒假作业”这个词十分陌生。
“我都上大学了，哪里还有什么寒假作业？”
被《中国科学报》记者告知想请自己谈一谈

寒假作业时，上海体育学院大三的小智不禁有
点摸不着头脑。

听了解释，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里的“作
业”不是传统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中的那
个“作业”，而是要随意地谈谈，这个寒假里，自
己都做了些什么、开展了哪些活动。

事实上，虽然大学里没有所谓的作业，但几
位受访者都出奇一致地向记者抱怨“假期太短”
以及“计划总是不能如期完成”等等。那么，这个
寒假，大家究竟在干什么呢？

我要背单词

背单词这件事，大概是从小学英语时，每个
学生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任务，虽然读大学了，
但英语这件事一点也不能落下，原因很简
单———要考试啊。

由于中学时英语不太好，因此，小智的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但分数不高，人到
大三，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打算，经过一番筹划，
小智决定，这个寒假好好背英语六级单词。

“虽然刚考完六级，但感觉非常不好，估计
得挂。可我想大四申请保研，按学校要求，必须
得过六级才有资格。”他向记者解释道。

原来，他已经做好了读研的打算，相比考
研，保研肯定没那么辛苦。于是，拿过奖学金的
小智暗自把自己的条件与往年的保研政策比照
了下，发现自己还是有希望拿到本校的保研名
额的，而在保研的这条路上，他目前最需要扫除
的障碍就是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至于为什么对刚参加完的这次六级考试
“感觉很糟糕”，小智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真
的是因为没作准备，“上考场前我连一套完整的
六级试题都没看过。”所以，这次年前从学校回
家时，小智特地带了一本六级单词书，还带了几
套六级真题，就想在家好好准备准备。

这计划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一个寒假下
来，他究竟做得如何呢？

“年前一周我真的每天都在按计划背单词，
但是临近除夕以及初一初二以来，确实耽误了
不少时间。”小智老实地承认，过年期间根本不
是好好学习的时间。“今天去奶奶家，明天去外
婆家，还要和一些好朋友约着出门小聚，我的行
程也是满紧凑的呢。”他笑道。

有这么一个场景让小智印象十分深刻：有
天晚上和同学吃烤串回家，小智瘫坐在自己的

床上，靠着枕头的他瞥见了倒扣在书桌上的六
级词汇书，想起了自己的寒假单词计划，“理智
上我想，还是应该看几个单词再睡觉，然而心里
又有另一个声音在说，‘过年就应该放松一下，
还是别看了’，于是，玩会儿手机后我就洗洗睡
了。”他回忆道。

“虽然计划没能彻底落实，但我还算是稍微
复习了一点。开学了我会抓紧时间的！”尽管一
边哀叹着寒假短暂，小智对于并没有完全荒废
这个假期，还是感到有一点安慰的。

亲情“作业”

这个假期，身为北京某高校博士一年级学
生的西西有着和大三小朋友小智一样的任务，
也是背英语单词，但她背的是 GRE 单词，更重
要的是，她背单词的方法可比小智有科技含量
多了———用手机上专门用来背单词的 App 每天

“打卡”。
“不过可惜的是，在软件上只能每天最多

背 100 个单词，虽然反复记忆，但单词量还是
不太够，所以我会再看看纸质版的词汇书。”西
西解释道。

而这个假期里，最让西西觉得有趣的事还
是帮爸爸装了微信，还教会了他如何发红包拜
年。“帮老爸步入微信时代，也算是我的寒假成
绩之一吧。”她笑道。

一直以来，都是西西的妈妈经常用微信与女

儿交流，发语音、视频连线都非常熟练的妈妈甚至
会经常看女儿的朋友圈，在下面留言或者点赞。
但爸爸却始终乐享其成，在妈妈与女儿视频的时
候探个头出来，不愿意自己动手学习。这一次，爸
爸终于主动要求西西给自己注册一个微信号，“他
说，他的同事和老战友们都要求他赶紧开通微信，
加个群，大伙儿一起聊天就方便了。”

于是，某天晚饭后，西西用爸爸的手机号码
帮他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才刚与手机通讯录
匹配好，就冒出了不少好友请求。爸爸戴着老花
镜仔细端详，一个一个地点开这些人的头像，辨
认自己多年的同事与老战友。

“同事群、战友群、家族群，我爸一下子就加
了好几个群，虽然操作还不怎么熟练，需要向我
和我妈求助，但他玩得很开心。”西西说：“我爸
很有趣，玩了半天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是空白头
像，赶紧让我帮他上传一张新头像。在相册里翻
了半天，他才找了自己拍得最满意的一张风景
图作为头像。”

许多群里都有红包，西西也教会了爸爸怎
么抢红包，怎么发红包，“我爸还感慨，这红包里
的钱原来都是真的啊。乐死我了。”

计划外的感动

用陈然自己的话来说，写硕士毕业论文是
她这个寒假里“死也要完成”的作业。当然，她也
的确按照计划一点一点地赶进度。元宵节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虽然没有百分百完成计
划，“但也差不多了，回学校后再忙两周，问题不
大。”这是她的计划作业。而她更想分享的，是她
回家后接到的一项计划外“作业”。

“我的这份额外作业，和江湖上令人闻风丧
胆的熊孩子有点关系。”陈然笑道，“当然，一开
始我是拒绝的。”

其实她是在开玩笑，虽然这份作业和小朋
友有关，但绝对不是什么熊孩子。这是陈然的表
姐拉着她，以亲情为由，让她给自己家还在上幼
儿园的小外甥女儿讲睡前故事。

“我说，我还要写论文，咱们也不住在一起，
我怎么给你女儿讲故事呀。但表姐说，她和表姐
夫已经录制了好几期的播客，想请陈然也帮忙
录几期，只需要用手机下个软件就行，很简单。
于是，我只得接受了。”

陈然说，表姐家有现成的童话书，还是他们
亲自挑选的一套号称“最美的中国童话”的书，
一个故事录一条音频，每次在十分钟左右。“只
一个下午，就可以录好几则故事呢。”于是，女
娲、盘古、十二生肖……陈然在表姐家度过了一
下午，却在给小朋友讲故事的同时恍惚间回到
了自己读童话、读民间传说的小时候。

“虽然手里的书已经和我小时候读的不一
样了，包装更加精美，但那些故事没变，这让我
特别感动，觉得这些故事都特别美。”陈然感慨
道，“我还跟表姐说，我们朗读的这些小故事应
该给大家族里更多的小孩子们听才好。”

青春话题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2014
级硕士生江佩阳是第二年留
在学校过春节了，他家在山
东，并不远，可是想利用假期
的时间多做做实验，“我选了
个很难的课题，还有一年就
毕业了，觉得时间太紧”。他
说，导师人很好，不催他，可
是自己着急。除了学习，他也
给自己安排了别的“节目”。
在领取学校准备的“年货大
礼包”时，他选了一本厚厚的

《耶路撒冷三千年》，“准备在
假期里读完”。

马松地是江佩阳的“盟
友”。“我家在新疆，回趟家要
坐 3 天的火车，而且节前票不
好买，人也多”。去年，在学校
组织的年夜饭上，俩人碰到了
一起，发现“原来你也在这
里”。俩人认识，却并不知道对
方也留校过春节。今年俩人仍
然都留校。“有了伴儿，就不觉
得孤单”。他们查到，学院还有
一名女生也留校了，“决定把
她也找到，女生更容易想家，
大家一起作伴儿心情会好
些”。原来，理工科男生的情感
也很细腻。

刚放寒假时，为了做实验
方便，部分学院的学生留在了
新校区。临近春节，学校统一
把学生接回，安置在了老校区，并一同参加新春
联欢、包饺子、吃年夜饭，欢欢喜喜过大年。2016
年的年夜饭格外热闹，外籍教师、外国留学生与
中国学生 170 余人团聚在了卫津路校区学四食
堂，偌大的大厅几乎坐满。和发“年货大礼包”一
样，校领导陪留校师生吃年夜饭，是天津大学多
年来的传统。

一名建筑学院的女研究生吃年夜饭时接到
了导师的电话，邀请她去家里吃饭。她说，导师
假期一直没休息，除夕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

对于高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们来说，假期
不休息是常态。笔者总能在微信朋友圈中欣赏
到教授们拍摄的卫津路和津南校区的各种“美
图”，下雪的、晴朗的，各个角落的，但都是静谧
的，静静地陪伴着这些敬业的、忙碌的业余摄影
爱好者们。

联欢会上，国教学院院长陈志华收到了一
份特殊礼物，来自刚果（布）的留学生丹妮制作
了手工挎包送给老师们，表示感谢。陈志华把这
个小挎包挎在了胸前；与此同时，在卫津路校区
值守的宿管员阿姨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留
校学生为阿姨们送上热腾腾的饺子，并把这些
饺子“喂”到了阿姨们的嘴里，有的阿姨流泪了：

“我以为自己是被遗忘的人，谁知道孩子们都惦
记着我们呢。”

年过完了，马松地终于坐上了回家的列
车，江佩阳继续钻研他的课题，教师们越发忙
碌……新春伊始，万象更新，百廿年历史的天津
大学因为这些蓬勃、向上、勤奋的师生们而焕发
了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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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山东青岛唐岛湾畔的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校园，比往昔静谧了许多。图书馆、自
习室、实验室等寒假“加油站”里，不少留校师生
在享受这份宁静，潜心阅读、学习钻研，其求知
的热度一如往常，他们要度过一个学习研究型
寒假。

学习深造：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学习德语需要下功夫啊！不过为了自己的
出国梦，也要坚持下去！”寒假后的半个月里，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2013 级
的阚健男和其他专业的 60 多名同学勤学不辍，
他们与外教托马斯有一个共同的约定，那就是突
破赴德留学的语言关卡。

除了德语教学班，依照学生的出国意愿，学
校还开设了俄语班、法语班等，免去学生辗转校
外报名参加补习班的麻烦。“这是我们的幸福，”
留校学习俄语的李新泽说，“学校帮助我们圆出
国梦，大家心底里都非常感谢学校和辛苦的老
师们！”

“寒假不回家不是因为远而是因为我的学习
计划，我是为了准备考 GRE 才放弃了回家……”
来自新疆喀什维吾尔族阿的不里克木是化学工
程学院大三的学生，他也是为了准备出国才决定
在学校过春节。按照学习计划表，他每天至少要
学习 7 个小时，“随着学习渐入状态，我正在增加
学习时间，根本没有睡懒觉的机会。不过，这些只
是实现梦想的一小步而已。”

对于大多数留学生而言，留在学校不仅是为
了学习，也是为了过个中国的春节。

来自也门的留学生 Shadi 留校不仅是为了
“充充电”，也想领略中国春节的魅力，“中国的很
多风景、节日十分有趣。比起回家，我更希望能够
利用寒假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感受不同地方
的美景和节日的气氛。这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
个寒假，也是第一次过春节，感觉应该会很有趣，
也很期待。”

Calvin 来自坦桑尼亚，今年读研三，这已经
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来中国的目的
就是为了求学深造，想要学到更多就要作出牺牲
和努力。每到春节，到处都特别的热闹。每人都非
常开心，而且节日的气氛特别浓郁，我很喜欢这
种气氛”。

“想要得到理想的成绩，必然需要付出比别
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升自己，对于结果不强
求，不过我相信，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信
息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大三学生万一鸣正在自学
备考雅思，考试将在 2 月底进行，“我还和同班同
学报名参加了数学建模竞赛”。

正如万一鸣所言，2016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已经拉开帷幕，学校 9 个学院 63 支队伍
近 200 名“学霸”报名参赛。期末考试一结束，他
们便以小组的形式开展学习和讨论，这一国际竞
赛不仅要求参赛选手具备扎实的数学、计算机知
识功底，并且具有快速了解跨学科知识的能力，
更要具备高水平的学术英文表达能力。

科研创新：钻研需要宁静

“科研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是否放假，
都要保持常态，稳扎稳打，只有这样，取得的科研
成果才能作为现场应用的坚实理论与实验支
撑。”师从沈忠厚院士、邱正松教授的博士生毛惠
说，“我们平时工作和假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平时忙着专业课程的学习，自然没有空闲
时间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就要抓住假期的
时间。”在大学物理演
示实验室，理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刘凤祥、薛家
豪、李津宁、李琪四位
志同道合的学子进行

“磁流变液制动器”和
“光通信演示模型”两
个课题的研究与制作。

“寒假淡去了往日
的烦琐，多出来一份安
宁，正是安心搞研究的
黄金期。”今年已是博
士生江波开展博士课
题研究的第五个年头，
他的论文入选中国百
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
论文，他说：“越到最
后越是攻坚克难的关
键时刻，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就必须利用一切
时间。”

“搞科研讲春种秋收，”全国模范教师、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教授刘永红说：“为了迎接春天，注
定每个寒假都是忙碌的。对我来说没有放假，只有
更加充实模式的切换。寒假里要和学生一起交流，
还要准备申报项目、制订科研计划、设计一种新的
机床……事情很多，忙碌但无比充实和快乐！”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青年教师
徐海说：“假期是安静的，很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
不认真搞科研都对不起自己。利用这个宝贵的机
会，总结一下自己和学生的工作，与他们进行较
为系统和细致的讨论，撰写论文。较为系统追踪
一些新的进展，结合自己的研究构建下一步思
路，与同事和学生进行讨论。”

党委书记刘珂对留校师生潜心学习表示赞
赏，“钻研、治学需要宁静的环境，需要寂寞的心
境，如此方能保持思考的独立和自由，才能格物
致知、探索真理。寒假的石大校园，静谧却不冷
清，图书馆里、实验室里尽是老师和学生们忙碌
的身影，他们在享受这份独特的寂寞和宁静，潜
心研究、探索思考、丰富学术、强大自己。‘一切学
问皆从静中养其端倪’，他们为了石油报国的梦
想而努力着，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加油’，我为他
们点赞。”

寒假校园书香飘
■本报通讯员刘积舜庞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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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图书馆学习讨论。 刘积舜摄

“虽 然 大 学
里没有所谓的
作业，但几位受
访者都出奇一
致地向记者抱
怨“假期太短”
以及“计划总是
不能如期完成”
等等。那么，这
个寒假，大家究
竟是如何度过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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