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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任敏）11 月
19 日，以“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 2022（第六届）北京
国际城市设计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开幕。国内外百
余位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领域的知
名专家，围绕当代城市更新理论与
实践前沿、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城
市更新方法、住区更新和社区治理
模式等重点领域开展学术交流。

会上，《北京建筑大学服务北
京建设人民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对
外发布，《行动计划》提出了 1个中
心目标“助力北京建设人民满意的
城市”，规划了遗产保护与活化利
用、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等 8项重
点任务，明确了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 、优 化 团 队 建 设 体 制 等 5 项
举措。

高等教育

■新闻播报

首经贸《新时代首都发展》课开讲

元宇宙概念着陆高校 第四届国际数学教材
研究与发展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郝彬）进入新
时代这 10 年，是北京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
如何阐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
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时代课
题？如何讲好新时代首都发展
故事？

11 月 16 日，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大思政课”《新时代首都发
展》正式开讲。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院长周宇宏以

“擘画新时代首都发展宏伟蓝
图”为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
北京足迹，为同学们讲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首都发展的
战略谋划，生动介绍了北京这座
伟大城市的深刻转型。

开设《新时代首都发展》是
学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贯彻落实北京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进课堂的重要举措。该课程是
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
的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人数上
限 200 人。该课程一经上线，5
分钟内就被“一抢而空”。

本课程聚焦新时代首都发
展，展现北京科技中心建设、北
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北京文
化中心建设成果以及建设世界
人才创新高地的北京实践、数
字金融的北京实践、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北京实践以及接诉即
办的北京实践等，本学期将设
置 6 个 专 题 讲 座 、2 次 现 场
教学。

为确保课程高质量推进，校
党委副书记徐芳牵头，联合多部

门多次召开研讨会，反复打磨课
程大纲，建立了动态教学专题
库，确定了专题讲座、现场教学、
社会调研等多元授课模式。组
建了由校领导、北京市科委、北
京市外办和北京市文物局等政
府部门领导、校内外专家和思政
课教师等组成的教学团队，其中
既有党的二十大代表、也有北京
市教学名师等。

课程还设计了“感受北京”
现场体验课，让同学们通过参
观北京城市规划馆、北京副中
心建设规划馆、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亦庄
经济技术开发区、首都博物馆、
国 家 博 物 馆 以 及 丽 泽 商 务 区
等，感受北京的变化。校党委
副书记徐芳表示，“新时代首都

发展课程是首经贸结合自身特
色创建的‘大思政课’，不仅会
融入学校的特色优势学科，也
会引入校外优势资源，推动‘思
政小课堂’联通‘社会大课堂’，
让师生学思践悟, 从而进一步
增强为首都服务的使命感和责
任担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作为一
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要特色
和突出优势的北京市重点建设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近 70%的
本科生为北京生源，超过 80%的
毕业生在京就业。该课程开设
后，将引导学生通过深入了解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成
为能够适应新时代首都发展的
优秀人才。

北建大发布建设人民
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讯（记者 姜思瑶）元宇
宙是近两年最受关注的概念之
一。2022 年是元宇宙从概念转
向产业落地的一年，国内多所高
校纷纷设立元宇宙院系、增添元
宇宙专业与课程，开始从不同方
向上布局元宇宙。

根据智联招聘 11月发布的
《2022 元宇宙行业人才发展报
告》显示，2022 年前 7 个月元宇
宙相关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高
达 16.6%。巨大的人才缺口倒
逼高校培养高质量的元宇宙专
业人才。

高校是跨学科合作、培养
复合型人才的最佳场所，在研
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
学研究院成立国内高校首家元
宇宙研究中心；在教学方面，南
开大学推出的中国首家元宇宙

新闻与传播学院，将联合相关
院系以及元宇宙领域先进的技
术 公 司 共 建 元 宇 宙 联 合 实 验
室，通过制作虚拟教授数字人、
在 虚 拟 现 实 空 间 建 设 虚 拟 课
堂、在元宇宙空间开设网络前
沿大师课等；在相关技能培养
方面，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
电子计算学系新设“元宇宙科
技理学硕士学位”，开设包括
VR/AR、游戏开发、计算机视觉
等课程培养技术人才。

另有中国传媒大学、南京
大 学 等 高 校 搭 建 了 元 宇 宙 空
间、设计推出元宇宙数字藏品，
全方位参与了元宇宙的各种落
地形式。

《牛津英语词典》将元宇宙
定义为“一个虚拟现实空间，用
户可在其中与电脑生成的环境

和其他人交互”。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副教授、元宇宙研究专家
胡乐乐认为，元宇宙是被人为
构 造 的 一 个 庞 大 电 子 虚 拟 空
间。沉浸式是其一大特征，若
应用于教育行业，元宇宙将通
过沉浸式的远程体验模式，使
虚拟课堂的体验感、功能与参
与度等大幅度提升，同时还可
大幅削减教学成本，节约硬件
开支，让稀缺教育资源得到普
及，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促
进教育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
院智慧场景实验室副教授苏磊
认为，高校中的元宇宙是典型的
创新型项目，要求学生必须兼备
创新和实践意识。项目推进中，
学生将有更多时间机会通过参
与大量实习、社会学知识和分析

方法，寻找元宇宙在行业的应
用点。

尽 管 仍 处 于 发 展 初 期 阶
段，但 5G、AI、艺术等元宇宙相
关 产 业 广 阔 的 前 景 已 经 毋 庸
置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
美 育 研 究 所 的 博 士 后 孟 勐 认
为，对于艺术教育而言，只有
当 元 宇 宙 技 术 被 艺 术 教 育 从
业者所熟练掌握，并能不断更
新基本创作技法的那一刻起，
元 宇 宙 美 育 的 时 代 才 能 真 正
到来。

有专家认为，随着元宇宙相
关专业不断增加，及其发展前景
和就业领域的不断拓宽，元宇宙
已 是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重 要 一
环。未来，我国人才缺口也将逐
渐从“互联网+”发展成为“元宇
宙+”。

本报讯（记者 姜思瑶）11 月
14 日，第四届国际数学教材研究
与发展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幕，
同时在线上同步直播。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
远先生认为，优秀的教材不是把死
记硬背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把
数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思维教给
学生，中小学教材必须要编好。近
年来，关于数学教材的研究在国际
数学教育界受到很大关注。了解
教材及其发展，了解教材如何融入
教师专业工作、如何支持学生学
习、如何推动和影响课程改革等，
也成为国际数学教材研究的重要
方向。此次会议，在各国专家学者
首次对课程改革和教材发展的关
系、数学教材元研究予以更多关
注，同时，还探讨了疫情背景下数
学教材面临的挑战及其作用。

博物馆里的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 赵翩翩）11 月
13日，“文脉·溯源——第三届大运
河非遗论坛”以线上形式召开。论
坛由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联合中共北
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市西城
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通州区文
化和旅游局等联合主办。论坛由
三大板块组成，分为主旨演讲、“运
河非遗的创新发展”“运河非遗的历
史回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
连冕以物质文化变迁给运河非遗文
化的演进的角度带来主旨报告。国
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国际文化
贸易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媛媛、中国
音乐学院康瑞军教授等从南北非遗

“走亲”的创新实践、运河音乐文化
研究等题目做了报告。

2020 年以来，大运河非遗论
坛已经成为聚合包括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沿线主
要省份，融合音乐、戏曲、工艺等
专业学者南北对话的重要学术平
台，第三届大运河非遗论坛与会
专家持续深入挖掘运河文化的形
成脉络、凝练非遗传承智慧，探讨
创新发展模式，为活化运河文化
资源，弘扬运河文化传统，作出了
新的贡献。

第三届大运河非遗论坛
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

多所高校从不同方向布局元宇宙专业

近日，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2 年首场“博物馆
里的思政课”在中国印刷博物馆
开讲。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李国
奇、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书记高杨文主讲，学生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课程。

“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包括主
题参观、现场授课两个环节。主
题参观在“印行天下——印刷术与
文明互鉴”展厅进行。李国奇结
合“平型关大捷”主题展陈，给同
学们讲述了《晋察冀日报》社社
长邓拓带领报社工作人员“八匹
骡子办报”的故事。现场授课在
中外印刷器材展厅进行，高杨文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
版工作”为题，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融入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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