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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世界少年儿童发展论坛开幕

日前，2024年世界少年儿童发展论
坛在广东科学中心开幕。论坛以“我们
爱科学”为主题，搭建各国少年儿童组
织、少年儿童代表友好交流交往的重要
平台，推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40个国家的190余名少年儿童代
表及有关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代表、
少年儿童组织负责人、少年儿童出版机
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开幕式上，中外少年儿童代表与中
外科学家互动交流对话，聆听科学分
享。《激发少年儿童科学梦想倡议》由中
外嘉宾和五大洲少年儿童代表共同发
布。有关方面共同启动童“话”世界工作
室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站。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出
版行业从业者们共同揭幕全球少年儿童
科普阅读体验空间。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支持，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广州市人民政
府、珠海市人民政府、广州市青年联合
会、珠海市青年联合会承办。论坛还将
举办系列交流活动，中外少年儿童代表
将参加少年儿童科普阅读论坛、“我们爱
科学”故事会等主题活动。

（中国教育报）

阅读是获取知识、发展兴趣、增长
智慧、传承文明的重要途径。阅读空间
是深化阅读功能、具化育人内涵的重要
平台。大力推进中小学阅读空间建
设，既是响应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战略的必要举措，也是优化师生知
识结构、构建书香校园、推进全民阅读
的重要路径。中小学阅读空间包括物
理空间、信息空间和文化空间。打造
物理空间有助于促进阅读要素可视化，
用好信息空间有助于推动阅读行为泛
在化，培育文化空间有助于实现阅读影
响连续化，而要素可视化、行为泛在化、
影响连续化，是促进青少年学生阅读生
根的关键。

打造物理空间，促进阅读要素可视
化。2023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全
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从
物理空间角度对学校阅读环境建构提
出要求，强调“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教
室、走廊、校园等空间，设置读书角、放
置图书架、开设书报亭，方便学生即时
阅读、处处可读”。打造阅读的物理空
间，既旨在将书籍作为关键要素融入学
生生活场域，让书籍走向学生，也旨在
借助读书角等显性空间，吸引学生走近
书籍，实现书籍与学生的“双向奔赴”。
首先，教室是建构物理空间的关键阵
地。教室是学生在校生活时间最长的

物理空间。当前，中小学校比较常规的
做法是鼓励开辟班级读书角，这是打造
班级物理空间、促进阅读要素可视化的
有效做法。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可以师
生荐书的形式设置年级阅读箱，让受欢
迎的好书在各年级各班级间流转，打通
班级、教室的壁垒，密切书籍与教室的
物理联系，为培育阅读文化空间作铺
垫。其次，图书馆、阅览室是建构物理
空间的焦点。图书馆、阅览室是学校书
籍最集中的空间，其温度适宜性、光线
柔和度、座椅舒适感、管理人性化等，都
关系到学生阅读体验。学校要对这些
要素进行科学规划，建构沉浸式阅读的
物理空间。最后，公共空间是建构物理
空间的补充。学生课间、课后集聚密度
大、频率高的空间，比如走廊、转角、过
道等，也是建构物理空间的重要方向。
学校可将书籍、报刊、绘本等以主题单
元形式投放到这些空间，促进物理空间
从教室、图书馆延伸到更广泛的空间。

用好网络空间，推动阅读行为泛在
化。阅读行为泛在化意味着，阅读行为
突破校内物理空间，深入到学生的校外
生活场域，对学生知情意行产生连续影
响。在信息时代，学校可借助网络空间
达成阅读行为泛在化的目标。首先，通
过网络空间定期开展主题式阅读活
动。比如可与出版社、作家协会等机构

合作，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平台
开设阅读专栏，一方面为学生推送丰富
的阅读资源，支持学生续读在校阅读内
容，满足学生个性化阅读需求；另一方
面通过定期举办读书沙龙等活动，引导
学生建立读经典、读整本书的深度阅读
习惯，摒除碎片化、浅表化阅读带来的
影响。其次，通过网络空间培养学生的
书籍鉴别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发
展，学生在阅读内容选择上将表现出越
来越显著的自主意识，学校可以年级为
单位开展“好书漂流”“书评比赛”等活
动，并通过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
送，引导学生学会在浩瀚书海中鉴别、
筛选阅读素材，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最后，通过学校网络空间呼吁社会力量
关注并支持阅读。以学生为核心，构建
校家社参与的阅读生态圈，有助于固化
学生的阅读行为，使阅读成为习惯。学
校可定期举办线上或线下的小型阅读
沙龙，促进家长理解阅读、重视阅读，成
长为学习型家长，为学生阅读行为泛在
化提供支持。

培育文化空间，实现阅读影响连
续化。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习惯，不仅需要物理空间、信息空
间的显性支持，还需要文化空间的隐
性支持。文化空间通常由学校的文化
精神、文化环境、文化活动等因素共同

构成。多元包容的文化空间有助于实
现阅读影响的连续化。从物质文化层
面来说，学校可以组织师生结合学校
实际，自下而上地抽象出一些有代表
性的阅读元素，在物理空间、信息空间
一以贯之地呈现，使之入脑入心，成为
学校文化空间的生长点。同时，学校可
以研制一些彰显阅读文化特色的小礼
品，以便直观、具化地传播阅读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学校可将一些行
之有效的阅读活动课程化、项目化，从
规范、制度的角度充实文化空间，增
强阅读影响的连续化。学校还可从

“大阅读”视角建立“阅读信使”制度，
鼓励学生将阅读带回家、带进社区，构
建校家社阅读生态圈，实现阅读影响
的横向连续化。从精神文化层面来
说，学校可以向学生征集阅读卡通形
象，定期评选阅读小达人，推荐学生参
加各级各类经典诵读比赛，通过树立
典型催生群体的阅读内驱力和自觉
性。“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建构文化空间，还需要重视兼容
并包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读出自己
心中的“哈姆雷特”，促进学生在阅读
中生成独立人格，实现阅读影响的纵
向连续化，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中国教育报）

中 小 学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阅 读 空 间

学位法明年实施 助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学位法，该法
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制定学位法的背景意义是什么？
有哪些主要内容和突出亮点？4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主任梁鹰就相关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
问。

规范学位授予工作，完善学位授
予程序

“学位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教育制
度，事关学位体系、学科发展、人才评
价标准等，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梁鹰说，在总结学位条例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学位法很有必要，
有利于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保障学位
质量，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建
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在谈到此次制定学位法的亮点
时，梁鹰表示，在完善学位授予资格
审批制度方面，该法明确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机构申请学位授予资格的条
件和程序。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主
权，对自主增设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
作出规定。此外，学位法明确构建分
级分类的学位制度。一方面，根据学
士、硕士、博士三个层级不同的要求，
明确并细化了授予条件。另一方面，
根据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的不同特点
区分授予条件，学术学位突出学术研
究能力，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能
力。体现专业学位特点，允许专业学
位通过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表明专业
水平。

在完善学位授予程序方面，学位

法明确，申请学士学位，由学位评定委
员会组织审查，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
决议；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在通过专
家评阅、答辩等程序后，由学位评定委
员会组织审核，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
决议。此外，学位法还完善了答辩程
序，并对学位授予单位公布授予学位
的人员名单、颁发学位证书、保存有关
档案资料、报送学位授予信息等作出
了规定。

保障博士硕士学位质量，各方同
向发力

“确保博士硕士学位质量，与学位
授予单位、研究生导师、学生等关键主
体落实好各自责任密切相关，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同向发力。”梁鹰表示。

学位法明确了学位授予单位的责
任，即应当为研究生配备品行良好、具
有较高学术水平或者较强实践能力的
教师、科研人员或者专业人员担任指
导教师，建立遴选、考核、监督和动态
调整机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应当立
足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强博士学
位授予点建设，加大对博士研究生的
培养、管理和支持力度，提高授予博士
学位的质量。

学位法还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的责
任。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当为人师表，
履行立德树人职责，关心爱护学生，指
导学生开展有关学术研究和专业实
践、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提高学
术水平或者专业水平。博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应当认真履行博士研究生培养
职责，在培养关键环节严格把关，全过
程加强指导，提高培养质量。最后，博
士研究生也应当努力钻研和实践，认

真准备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确保
符合学术规范和创新要求。

进一步保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

“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是
本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也是法律内容
的一个重要方面。”梁鹰说。

在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方
面，学位法有哪些主要规定？梁鹰举
例，学位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拟作出
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决定的，应
当听取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的
陈述和申辩。再如，规定学位申请人
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程中
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
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
位申请学术复核。学位授予单位应当
重新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又如，规定
学位申请人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
授予其学位，学位获得者对撤销其学
位不服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复核，或者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
定处理。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谈到实施好
学位法需开展哪些工作时，梁鹰表示，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抓紧制定、及时出
台配套规定，进一步明确、细化法律有
关要求。对现行做法中与学位法规定
不一致的，要抓紧改进，学位法施行后
严格依法做好学位授予及相关工作，
使法律各项规定落地落实。比如，学
位授予单位要根据学位法的规定，结
合本单位学术评价标准，坚持科学的
评价导向，在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各学科、专业的学位授
予具体标准并予以公布。

（光明日报）

我们爱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