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2019 年 4 月 2 日

星期二
编辑：许静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时事

经教育部审批，南开大学新
增 6 个本科专业，分别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药物化学”“商务经济学”

“阿拉伯语”“眼视光医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设

立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
响应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科整体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专业拥有强大的师资力
量和政策的优势， 坚持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全员育人。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设立旨在推动以新技术、 新模
式、 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创
新发展。 学校高度重视“新工
科”， 主动布局新能源专业建
设， 探索理科在技术前沿的应
用，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
培育实践能力强、“接地气”的
新工科人才。

我国的药学事业近几年的
发展非常迅猛， 但缺少创新能
力强的复合型药物化学专业人

才。 药物化学专业是发现、设
计、 确证和制备生物活性物质
的专业，也是化学药物、天然药
物、 生物药物等创新药物发现
的源头。

商务经济学专业以经济学
为基础，与管理学、法学、现代
统计学等学科紧密交叉， 培养
的学生既要有比较深厚、 扎实
的经济学理论， 又要有应对商
务领域实际问题的实操能力。

阿拉伯语专业将致力于培

养精语言、懂文化、通国别的国
际化复合型阿拉伯语专业人
才，在培养目标、服务方向、学
习环境和对外交流方面体现较
为突出的国际特色。

眼视光医学专业是以保护
人眼视觉健康为主要内容的
理、工、医结合的专业。 南开大
学将与南开大学附属眼科医
院、 美国太平洋大学三方共建
眼视光医学专业，在人才培养、
教学科研、 学科建设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 太平洋大学将为
学生提供赴欧美顶尖的眼视光
学院学习的机会， 共同培养国
际化的眼视光医学高端专业人
才。

南开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新增设的 6 个本科专
业，将结合《南开大学一流本科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的具体要
求， 起步就要保证较高的办学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新华社

“搞错和弦、 认错音程、唱
错音名……”日前，一条“名师”
网课竟现常识错误的微博爆
料， 让不少想要通过网上学习
给自己充电的网友犯起了嘀
咕。

在线教育缘何频频“掉线”？
如何才能让在线教育保持“质
量在线”？ 专家呼吁，应“早立规
矩”，尽快构建覆盖整个行业的
监管体系， 促使其有序健康发
展。

“教错了”
涉事课程已紧急下架

3 月下旬，乐评人邓柯连续
多日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发
帖， 指称某高校音乐学院教师
录制的视频课程存在多处基础
性错误，分别涉及环球网校、对
啊网等在线教育平台。“她出错
的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点。 对
于音乐专业的人，读谱、视唱、
视奏都是天天都要用到的技
能，根本不可能连连出错。 ”邓
柯写道。

对于这种说法，多年在北京
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丁老师表
示认同。“最近几天周围很多人
在议论这个话题， 视频我也看
了，如果不是因为录制视频时的
口误原因，应该说确实属于比较
常识性的错误。 ”丁老师坦言。

一时间， 不少有心通过在
线教育学习充电的网友， 不禁
为自己的课程内容质量担心起
来。“这就是很多人不放心网课
的原因，知识点简陋不说，正确
性也无法保障。 ”“现在网课的
老师质量真是参差不齐， 不敢
恭维。 ”有网友留言说。

记者注意到， 目前环球网
校和对啊网已检索不到涉事教
师的介绍材料和相关培训课
程。 截至 30 日下午 4 时，两家
在线教育平台公布的办公电话
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对啊网
在日前发布的致歉声明中表
示：“该课程为授课教师张某
某于 2015 年在我司任职的三
个月期间录制，由于授课教师
任职期间的工作失误，导致授
课内容出现错误。 该课程上线
后，我司相关质检部门发现问
题并及时进行了紧急下架处
理，同时重新录制上线了全新
课程替换，但由于该课程免费
共享的性质，导致错误课件在
小范围内进行了传播……”

“挺闹心”
在线教育缘何频频“掉线”

当前， 在线教育行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 也一直备受诟
病。 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关于
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遇

到的使用问题调查显示 ，有
34.9%的用户遇到了教师真假
难辨的问题，31.9%的用户遇到
了师资宣传不符实际的问题，
29.5%的用户遇到了产品广告
营销过度的问题。

为了提升学历， 自己创业
的江苏小伙子小李，于 2018 年
底报名购买了在线教育平台尚
德机构总价 1 万多元的自考培
训课程。 在试听了一段时间以
后， 他觉得课程质量与自己预
期的学习效果不符， 希望对方
兑现报名时的退费承诺。

“当时说是考不过包退、一
个月内试听不满意包退， 但后
来如果要买资料书还得自己另
付钱， 课程费用到现在也退不
回来。 ”小李告诉记者，由于当
时办理了“咖啡易融”的分期付
款， 现在即使不学每月还要还
近 1000元。

据互联网研究机构艾瑞咨
询发布的《2018 中国在线教育
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在线
教育行业在 2017 年借助“直
播” 实现了规模化变现，2018�
年市场规模达 2517.6 亿元，付
费用户数达 1.35 亿人， 未来短
期内增速将保持在 20%左右。

而与行业高速发展相伴
的， 是目前监督管理的相对滞
后。 有关教育专家认为，正是由

于“责任主体不清晰、监管归口
不明确”等原因，直接导致了近
年来在线教育行业不实宣传、
霸王条款、师资配置、课程质量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对此， 教育部等三部门在
2018 年 11 月下发的《关于健
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
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 中特别
强调， 对线上培训机构所办学
科类培训班要“按照线下培训
机构管理政策， 同步规范线上
教育培训机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联合工信、 网信等相关
部门， 加强对线上培训内容的
监管，确保培训质量。 ”

“立规矩”
良性发展有待立体监管

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在
线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重
要形式和载体，在为学习者提供
教育资源、方便学习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当务之急，是在对机
构资质能力和教师资格水平严
格把关基础上，“早立规矩”，尽
快构建覆盖整个行业的监管体
系，促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从事教育培训多年的陈老
师告诉记者， 虽然在线教育的
授课模式在用户看来只是对着
屏幕教学、感觉比较简单，但实
际上从专业角度看， 在线教育

对教师个人能力和专业素养的
要求反而更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 对于有高校教师
在在线教育机构兼职授课的行
为， 应廓清其与所在学校的关
系，不能以工作单位作为“博眼
球”夸大宣传的噱头，同时还需
要组成专业委员会， 对相关在
线授课的内容严格审查把关。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
书国建议，应从政府监管、行业
自律、 社会监督三个维度构筑
立体监管体系。“一是要加强政
策引导， 在给优质平台和教师
提供更大空间的同时， 对不正
当行为及时‘踩刹车’，明确归
口管理部门，建立退出机制；二
是行业从业者和企业要加强自
律，明确怎么教、教什么；三是
要加强社会对在线教育的监
督。 ”他说。

高书国特别强调， 未来的
终生教育和家庭教育， 很需要
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传递好的
经验和声音。 切不能因噎废食，
因为在线教育行业现在出现的
问题而过度紧张。“就像孩子在
成长中难免会犯错误， 我们的
在线教育也是一样， 作为一个
新生事物，在犯错误中立规矩，
这样才能让后面的人少犯错
误。 /新华社

“名师”网课竟现常识错误 在线教育缘何频频“掉线”

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3 月
29日共同发布消息称， 双方共建
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已
挂牌成立，将围绕7个领域开展研
究生培养。

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发
布的消息显示， 此次挂牌成立
的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是在原

有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
上组建的， 将面向全球延揽优
秀教师和研究生， 通过高层次
的国际合作、 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高质量的创新实践，建设国
际一流研究生院。

根据规划， 清华大学深圳

国际研究生院将面向地区及产
业需求，并与企业深度合作，围
绕能源材料、信息科技、医药健
康、智慧城市、海洋工程、环境
生态、创新管理7个领域开展研
究生培养。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院当天还发布了首个博士培养

项目———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
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该
项目将于2019年4月启动招生，
面向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重点行业与创新型企业， 招收
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
生，培养领域为电子与信息、先
进制造、 能源与环保3个领域，

培养方式为非脱产定向培养。
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有着多

年的合作办学经历。 2001年，清
华大学和深圳市共同建立了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这是清
华大学在北京之外设立的第一
个研究生院。

/新华社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将围绕7个领域开展研究生培养

天津医科大学28日发布了
由该校校长、 眼科学科带头人
颜华教授主持的我国运动相关
眼损伤防治项目研究结果。 研
究显示， 运动相关眼外伤的患
病率为10.69%， 其中球类及对
抗性强的运动项目导致的眼损
伤占多数， 约11.92%眼损伤伴
有视力下降。

在我国，眼外伤是单眼盲的

首位致盲原因。 随着人们健康意
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积
极地参加体育锻炼，由运动导致
的眼损伤逐年增加。 项目组对天
津市25个体育项目的1413名专
业运动员进行了筛查，研究运动
相关眼损伤患病率、视力损伤情
况，并提出预防方法。

研究显示， 在运动相关眼
损伤的患者中，男性占66.23%，

女性占33.77%。手球（38.46%）、
水球（36.36%）和跳水（26.67%）
是最易发生眼部损伤的运动。
其中42.38%的眼损伤是由球类
击打眼部引起的。 眼附属器损
伤（51.66%）是最常见的损伤类
型。

颜华说， 目前国际上对于
运动相关眼损伤的研究只局限
于部分体育项目，且均以医院就

诊人群为基础的研究，国内外均
缺乏以从事专业运动人群为基
础的眼损伤研究，以至于对该损
伤的认识不清， 不能及时预防。
这项研究在从事不同类型运动
的人群中， 调查眼外伤的发生
率、运动相关眼损伤的形态学改
变、视力损失的程度和好发部位
以及伤眼的远期预后，可为制定
合理的运动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并为我国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产
业提供基础数据。

颜华表示， 由于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地理、 经济和文化存
在显著差异， 各地的运动相关
眼损伤的特点不尽相同，未来，
团队将在我国及亚太地区开展
多中心大样本的运动相关眼损
伤研究， 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
的防治方法。 /新华社

研究显示：对抗性强的运动项目慎防眼损伤

南开大学将新增6个本科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