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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公布

2023年少年班、少年班“创新

试点班”（以下简称“少创

班”）招生办法，面向高二及

低年级考生开启报名。

2023 年少年班选拔新

增初试环节，通过初审的考

生须先参加高考及初试，根

据高考成绩和初试成绩确

定复试入围名单，最终结合

高考成绩、初试成绩及复试

成绩进行录取。

在选考科目要求上，高

考综合改革省份考生选科

要求有变化，由“必选物理”

改为“必选物理+化学”。

少年班、少创班招生均

面向对基础学科有强烈兴

趣，数理基础有突出特长，

综合素质优异，有志于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未来从

事相关领域科学技术工作

的中学生。少年班要求学

生为高二及以下年级，200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少

创班要求学生高二及以下

年级，2006 年 1 月 1 日及以

后出生。少创班录取的考

生由学校少年班学院统一

管理，二年级起，结合专业

特长和兴趣志向，在学校各

基础学科中的拔尖和强基

专业任选修读。

符合条件的考生，应登

录中科大网上报名系统，按

要求准确、完整地填写各

项报名信息，并将申请表、

高中阶段成绩单（包括期

中和期末考试的主要科目

成绩、总分成绩、总分班级

及年级排名）、主要获奖证

书复印件等，于规定时间

内通过中国邮政 EMS 寄至

学校招办。

选拔程序分为初审与

高考报名、初试、参加高考、

复试、录取5个环节。

学校组织专家组，根据

考生的报名材料，结合兴趣

志向、学业水平、综合素质

等进行初审。学校根据各

省招生考试机构的要求，制

作高考报名证，并邮寄至考

生个人地址，考生凭高考报

名证在当地规定时间内办

理 2023 年全国统一高考报

名手续。

初审通过的考生须参

加初试，科目为数学、物理，

重点考察相关学科基础、逻

辑思维能力。其中，少创班

考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信息学全国中学生学科

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省级

赛区一等奖的，初试成绩加

10分参与选拔；获得国家决

赛三等奖的，初试成绩加20

分参与选拔；获得国家决赛

二等奖及以上的，经学校专

家组评审通过并推荐，学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核准，可

直接进入复试环节，并单

独 考 核 ，这 些 考 生 应 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4

日在网上报名系统提交竞

赛获奖证明。若考生同时

获 得 多 个 符 合 条 件 的 奖

项，取加分最高项，不可累

计加分。

通过初审的考生要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参加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在高考综合改革省

份，考生须选考物理、化学，

其他科目不限。

少年班复试科目为数

学、物理及非智力因素测

试，以高考成绩、初试成绩

为依据确定复试人选。少

创班复试包括学习能力测

试和非智力因素测试，学习

能力测试科目为数学、物

理，形式为笔试；非智力因

素测试形式为面试。根据

初试成绩，全国统一划定少

创班复试分数线，确定入围

复试名单，初试成绩在所在

省份实际参加初试考生中

排名前 1%（不足 1 人，按 1

人 计）的 ，可 直 接 入 围 复

试。学校结合复试、初试成

绩确定少创班资格生名单，

资格生分A/B两档。

录取时，少年班结合高

考成绩、初试成绩和复试成

绩确定录取名单；少创班分

A、B两档录取。

本报讯（记者 苗 露）
记者从北京大学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获悉，2022年北京

大学新工科文化周于近期

拉开帷幕，丰富多彩的信息

科学领域的展览展示及文

化体验等系列活动，将以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工科文

化带入全校师生的视野。

今年的新工科文化周系

列活动包括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活动。例如，“星空演讲”

将邀请企业技术专家介绍科

技产品背后的研发故事、触

摸产业创新最前沿；“三十行

代码”比赛让新工科人的艺

术和浪漫在独有的表达体系

下传递和绽放。

新工科文化日是今年

新工科文化周系列活动的

线下重要活动，包括新工科

技术展览、信息学科特色文

化体验、信息产业校企交流

和学生就业咨询等内容。

在新工科技术展上，由

北京大学陈宝权教授牵头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冰雪项目

交互式多维度观赛体验技

术与系统”，结合超高清VR

技术和 360 度自由视角技

术，让体验者在交互式、沉

浸式的环境中观赛。在创

客空间展位，科学、技术、数

码、艺术有机融合，3D 打

印、激光雕刻、AI应用、元宇

宙创作应有尽有。拥有 14

年历史，累计服务千余人次

的信科青年志愿服务品牌

项目电脑小队吸引了许多

师生。在这里，大家可以体

验计算机从出厂到运行的

装机过程近距离接触到计

算机内部的核心部件收获

很多常用的计算机维护保

养 知 识 。 Linux 俱 乐 部 以

“发展新工科、从你我做起”

为口号，从学习、创造、成

长、交流四个角度为同学提

供了解科技前沿、参与新工

科建设的平台。

在 10 余个融合信科特

色文化的互动体验活动展

位前，师生们可在“愤怒的

程序员”项目中“击倒”各种

程序漏洞，体验制胜成就

感；在“二进制颠球”展位，

体验二进制编码和体育运

动的奇妙结合。此外，在信

息行业企业展台，同学们还

可以与行业知名企业亚马

逊公司的技术人员和人力

资源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

细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和实

习就业、职业发展情况。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

才，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

北大电子学院教授、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院长侯士敏在

活动中表示，在北大持续推

进新工科建设过程中，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将以信息学

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着

力点，紧密团结相关学科学

院，为北大新工科建设探索

机制更加健全、模式更加完

善 的 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模

式。他同时表示，北大的新

工科建设是一项全校性的

战略行动，要在以科学促工

程、打造蕴含人文精神的工

科、推动各学科交叉融合的

内涵指导下，让全校师生更

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持

续地了解、感受、关注和参

与新工科建设。

本报讯（记者 邱乾谋）
“大国巨匠 京彩十年——

第十届北京工艺美术学术

论坛”日前在线上召开。

300 余名与会专家深入探

讨工艺美术高端人才的成

长规律和培养模式。

开幕式上，北京联合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楚 国 清 表

示，希望本次论坛能够通

过回顾北京工艺美术行业

发展变化，探讨北京工艺

美术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未来机遇与挑战，为工艺

美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

养指明方向。

在圆桌会议环节中的

高等教育专场，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岳嵩和大

家分享了清华美院工艺美

术纤维艺术实践性教学的

思路想法，展示了获得成

果和学生作品。北京工业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钟

声介绍了学校服务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工艺美术人才

培养特色。北京城市学院

文化学院教授陈秋荣分享

了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的建

设之路。北联大艺术学院

张旗教授从培养服务型设

计师为主要目标出发，分

享了学校工艺美术专业建

设经验。

北 京 工 艺 美 术 年 会

已连续举办十年，成为业

内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年 度 盛

会，见证了北京工艺美术

事 业 的 发 展 。 本 次 论 坛

梳 理 过 去 十 年 北 京 工 艺

美 术 产 学 研 各 领 域 的 发

展变化，深入探讨工艺美

术 高 端 人 才 的 成 长 规 律

和培养模式。

本报讯（记者 岳 阳）
首届中国医学基础学科发

展 大 会 近 日 在 京 成 功 举

行，大会以“筑根基、促创

新、济民生”为主题。专家

学者以及各有关合作单位

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我国医学基础学科的

发展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

光明前景。

本次大会围绕医学基

础学科建设、医学基础教育

和基础研究发展等方面进

行了历史回顾、现状分析和

发展趋势等战略研讨，旨在

厘清学科体系，增强学科定

力，凝聚发展共识，交流育

才经验，展示医学基础研究

前沿和成果，从而促进我国

医学基础学科高质量发展，

铸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和“大卫生、大健康”的强有

力的根基。

“决定基础医学未来

的，一定是更广泛的基础

科学学科间的交叉、渗透、

融合，应该为此探索更多

的模式和路径选择。要把

握人类健康面临的重大挑

战与需求，探索中国基础

医学新发展的特色道路。”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

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在致

辞中说道。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院校长王辰介绍，医学

的基础学科包含自然科学

与技术、社会科学与方法、

人 文 学 科 与 文 化 三 大 方

面。当代医学的基础偏重

于生命科学，应在理学、工

学、社科、人文方面齐发力，

聚 焦 多 学 科 交 叉 融 合 创

新。北京协和医学院近年

来探索‘4+4’医学教育制

度，即在全球招募经过4年

本科教学、拥有各学科背景

的优秀学生，到学院进行 4

年 医 学 方 面 的 培 训 和 学

习。这种培养模式，可以让

各学科更好地与医学相融，

促进医学的发展。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苏州大学苏州医

学院院长詹启敏表示，核

磁共振、微创手术、智慧医

学等世界医药学发展史上

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都与

学科交叉紧密关联，现代

医学发展的特征就是学科

交叉。我国健康事业发展

面临医学创新能力不足的

挑战，要加强对基础学科

的研究，从而增强学科交

叉的科研能力。

此外，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

院院士韩启德梳理了医学

与科学的关系，指出基础

医学存在向全新范式转变

的可能，他强调要站在一

定的高度来展望与预测医

学基础学科的发展方向，

针对医学生尤其是长学制

学生必须加强与改革医学

基础学科的教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少年班、少创班启动报名

北京大学

新工科文化周助力新工科建设

在北大新工科技术展上，学生们正在进行项目展示。 学校供图

首届中国医学基础学科

发展大会举行

专家共议工艺美术行业
发展与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