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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03

近年来，一些高校开设的兼具趣味
性和文化功能的课程，引发不少学子“实
名羡慕”。太原理工大学玉龙国际赛马
学院体育教育赛马专业，凭借“另辟蹊
径”的授课地点，走进大众视野并吸粉无
数，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课”。

9月3日上午9时许，山西晚报记者
来到该学院位于太原市榆次区的马术专
业训练场地，近2000平方米的场地上，
20余名赛马专业的大三学生，身着专业
骑马装，脚蹬皮制高筒马靴，此时的他们
已经骑上马背，认真练习马匹的快步热
身动作。

山西晚报记者注意到，在骑马的过
程中，他们手握缰绳、目视前方，淡定、从
容、自信的神态犹如即将出征的将士，英
姿飒爽。而他们专业而威风的训练过
程，也吸引着马场四周的人群迅速围观，
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担心学生们会受到外界影响，本节
课程的指导老师、太原理工大学赛马学
院教务部部长郭俊安，时不时为正在练
习马术的学生强调注意事项。“好，速度
稳一点，大家注意骑乘要领，腰背尽量保
持挺直，不要习惯性驼背。要上坡了，注
意！身体向前倾斜，抓紧马鞍子前部，
对！下坡注意！身体向后倾斜，扶住马
鞍子后部……”在郭俊安的全程悉心提
示下，学生们安全完成了马儿600米的

快步热身动作。
山西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参与马

术实践的20余名大三学生中，有近九成
的学生在报考该专业时并没有接触过专
业的马术训练，但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
践，如今不仅可以正确驾驭马匹，并且和
马儿也成了好伙伴。

张明辉，是这批学员中专业成绩最
好的一位，因为儿时经常在电视中看到
马儿奔跑时的场景，便报考了马术专
业。而在三年的学习中，张明辉也更加
喜欢与马儿独处的时光。“在马术中，人
马需要做到亲密配合、很好地做朋友，而
在马术比赛中就更重要了，七分靠马、二
分靠人，还有一分是靠运气。所以，我喜
欢这个专业，是因为每次马术训练和比
赛时，都可以磨炼自己的性格，让自己更
加强大，也许这就是大家说到的马术精
神。”张明辉说。

李敏敏，是马术专业里为数不多的女
学员，虽然自己相比男生并没有很大的优
势，但李敏敏的马术专业成绩也在班里名
列前茅。“相比男孩子的身高与力量优势，
马术，更需要的是战术，而且，马术学习，
并不是个子高才有优势，相反，在专业的
马术比赛中，个子通常都是在1米6左右，
身材矫健者为最优，所以，我对自己非常
有信心，而且，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参与
专业赛事，为国争光。”李敏敏说。

山西晚报记者走进各大高校,探索趣味特色课

捕虫子学马术组赛车……大学开了“网红课”
近几年来，为激发大学生潜能，

培养学生们的多元智能、创造力和
综合素养，全国各大高校纷纷结合
当地实际，开设了兼具趣味性和文
化功能的课程，如：四川大学开设的
“攀树课”，具体考核内容就是让大
学生爬上树，将模拟的小动物救下
来；广西河池学院开设的独具民族
特色的体育项目课程“独竹漂”，学
生们凭借一根竹子就能畅游江河
……

事实上，对于大学生而言，在这
些生动有趣的课堂上，不仅可以遇
到博闻广学的老师，学习到新鲜有
趣的社会实践知识，还能结交与自
己志同道合的同学。

转眼已进入9月，经过近两个月
的暑期生活，我省各大高校的大学
生们已陆续返校，正式开启高校学
习模式。那么，在我省的各大高校
内，都开设了哪些特色课程呢？学
生们又有怎样的学习体验呢？9月
3日至10日，山西晚报记者分别来
到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及山西
农业大学进行实地探访。

“同学们注意一下，今天的实践课，
主要是区别一些农田中的害虫及昆虫的
种类，比如，在白菜地里面，会发现小菜
蛾、菜青虫；在果园中，会看到蜜蜂、菜粉
蝶这类的昆虫，对于会飞的昆虫，大家可
以用手中的捕虫网进行捕捉……”9月8
日上午9时许，在山西农业大学东阳试
验示范实习实训基地内，来自该校植物
保护学院的130余名学生，正在6名专
业老师指导下，完成本周室外实践最重
要的一个项目：捕虫。

山西晚报记者注意到，在老师讲课
的过程中，不少学生已经挥舞起一米长
的专业捕虫网，跃跃欲试。他们一张张
兴奋的笑脸，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开心的
孩童，当指导老师说完注意事项后，便立
刻拿起手中的工具，开始寻找目标。

大三学生冯琛译告诉山西晚报记
者，这次开学实践课，让他很激动，不仅
将书本中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
而且走进乡村来到田野，也让他想到了
童年的很多趣事。“太开心了，想想以前
抓蝴蝶，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时隔多
年，今天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冯琛译说。

兴奋之余，冯琛译也不忘实践任务，
一个小时过去，他的袋子里已经有菜青
虫、蜜蜂、菜粉蝶、瓢虫、棉铃虫等各类昆
虫二十余只。

山西晚报记者注意到，并不是所有
人都有冯琛译这样的捉虫本领，大三学
生刘禹辰就是第一次学习捕虫，因为没
有经验而急得团团转，指导老师、植物保
护学院副教授闫喜中便手把手教起他捉
虫技巧。“一看就是没有认真听我讲课，
想捉住飞行中的虫子，捕虫网很重要，切
忌向下扣，要从一边向另一边扫，捉住以
后，就立刻将网兜轻轻卷起，这里切记不
要用手抓，像蝴蝶类的昆虫，因为身上有
鳞片，用手抓就容易毁掉虫体……”

据闫喜中介绍，每年山西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刚开学的时候，各个学科
的授课老师，都会根据学生们即将学习
和研究的新内容、新课题，走出校园，来
到田间地头，进行为期一周的实践课。

“目的就是让学生们通过在田地里识虫、
认虫，更加轻松地学习书本中的理论知
识。同时，学生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将捉回的昆虫带回学校，制作成标
本，进一步开展昆虫的研究与学习。”闫
喜中说。

9月9日，天空中飘着雨，此时的中
北大学校内空旷而安静，但能源动力工
程学院的行知方程式赛车场馆内却热闹
非凡，十余名新学员正在老队员带领下，
认真学习方程式赛车（赛车必须以共同
的方程式，即依照国际汽车联合会制定
颁发的车辆技术规则规定的程式制造，
包括车体结构、长度和宽度、发动机工作
容积、汽缸数量、油箱容量、电子设备、轮
胎的距离和大小等,所造出来的赛车就
是方程式赛车）的操作技能。

“如果行驶的赛车突然起火怎么
办？大家注意，这节课程很重要，因为这
是每一位想要上专业赛道的学员必备的
技能之一！首先，拆掉自己的赛车方向
盘，同时解开安全扣，然后奋力跳出，切
记，这些操作必须在5秒之内完成”，在
行知方程式赛车场馆内的示范区域，该
车队的技术总监，中北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的大四学生庄子越，正认真地
为新学员传授高温下的赛车逃生技巧。

据了解，中北大学能源动力工程学
院行知方程式赛车队，成立于2006年，
车队在尉庆国、杨世文两位指导老师的
带领下茁壮成长，目前设立了运营部、动
力部、底盘部和车身车架（总布置）部，
CAE小组。十余年内，已完成九代方程
式赛车的设计制造，并在十余场国家级
专业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形成了自己
独有的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

“名义上我们叫赛车队，但我更愿意
把这里称为小型赛车制造工厂，因为，我
们经过十年的更新换代，已经可以独立
完成自主设计、研发、安装并参与专业方
程式赛车的比赛！”指导老师尉庆国说。

为了让车队可以更好地延续往日成
绩并得到进一步提升，每年的开学季，就
成了行知方程式赛车队纳新的最好时
机。“我们主要会在能源动力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气与控
制工程学院等能力突出的大一新生中进
行选择，在选拔结束后，还要通过‘老带
新’‘传帮带’，将车队中的各项专业知识
传授给新学员，最终，在我们毕业之前，
他们会代替我们将行知方程式赛车更好
地延续下去！”赛车队队长、大四学生沈
睿说。

同时，沈睿向山西晚报记者介绍，
2022年，由中北大学行知车队携第八代
赛车改良版“梦想9.0”征战合肥，拿下全
国总成绩第八，并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创
造车队历史和山西高校历史最高成绩。
而今年，沈睿将带领2023赛季队（大学
生方程式队伍），于2023年10月中旬前
往襄阳，参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专业组比赛。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已
成功研发并组装第十代方程式赛车梦想
10.0(Dream X )，主要在总布置、车身空
套、动力总成以及底盘方面进行了全面
优化升级。其中，总布置方面，我们对各
系统协调性、整车轴荷分配及车手舒适
性进行了更加科学的规划。目前，
Dream X已经完成了发动机、汽缸、油
箱、电子设备等各项环节的组装及检测，
初步检测一切正常。下周，我们将首次
带领Dream X，来到太原天际赛车公园
进行正式跑动式车，希望能够顺利过关，
并在10月的专业大赛中，获得更好成
绩！”沈睿说。

中北大学：赛车组装课驾驭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山西农业大学：
捕虫课实践中回味童年

太原理工大学：马术课进校园“骑”乐无穷

太原理工大的学生身着专业骑马装，准备上课。

山西农业大学的学生正在田间地头捕虫。

中北大学的第十代方程式赛车梦想10.0做试车准备。

什么是大学生特色教育？开设大学
生特色教育的意义何在？连日来，山西
晚报记者采访各大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了
解到，特色教育的开设，不仅能激发学生
潜能，而且可以培养特殊人才，意义重
大。

“特色教育是指在高质量基础教育
的基础上，激发学生潜力，弘扬个体特
色，正如马术专业，就是要为每个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因此，太原理工
大学赛马学院教务部部长郭俊安表示，
特色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多元智能、

创造力和综合素养，旨在让每个学生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实现个性化
发展。

“高校中的特色教育，更加注重发展
学生的多元智能。所以，我们作为学生，
更容易在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取得
好成绩。同时，因为特色教育更加注重
我们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我们在自
主学习和实践中的提升创造力，这让我
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具备更强的
竞争力。”沈睿说。

山西晚报记者李婷

高校开设特色教育课程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