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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是蒙
古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在蒙
古，肉类的价格普遍不贵，“牛
肉约19块钱一斤，但是一盘炒
包菜可能要 50-60 元人民币，
炒豌豆甚至 70 多元人民币一
盘。”念念兴奋地表示，这里简
直就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

“每样菜分量给的都很足，牛
羊肉基本都在400克到 500克
左右！”念念介绍，本地常见的
做法是烤全羊，但除此之外，
煎焖炖煮等各种羊肉做法在
当地也十分常见。西餐、中
餐、韩餐、俄餐等在蒙古国也
都十分常见。

闲暇的时候，念念会不时
跟着当地人前往郊外参加篝
火晚会：“篝火晚会是当地比
较常见的娱乐形式，本地人一
般会开车前往郊外搭上蒙古
包，在一旁点上篝火，围着篝
火吃烧烤、唱歌之类的。”除了
蒙古特有的休闲方式之外，当

地的娱乐生活与国内也十分
类似，喝酒、ktv 等一样不少。

“蒙古人非常喜欢唱歌，他们
随时随地都可以唱起来！”念
念说。

本地人的生活方式简单但
不单调。“其实刚到的时候还
不太能适应他们的生物钟，那
时候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中国
人，其他基本上都是蒙古人。
他们晚上八点钟开始吃晚饭，
一直到十二点多还是有说有
笑的，饭后还会一起唱歌游
戏，一直到凌晨一两点睡觉，
早上九点多十点才会起床。”

一年前，念念抱着回国找更
好工作的心态来读书，随着留学
时间日渐增长，念念开始发觉不
应该给人生设限：“来这里之后，
我突然觉得世界很大，以前觉得
世界只有一千种模样，现在觉得
世界可能有一万种模样。发展
道路应当更广阔，我应该要活成
我想要的模样。”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邹茉 图/受访者提供

走进蒙古国：

在豪迈洒脱的国度体验

留学生活

小众留学
也精精

37彩彩

在旧部前小学一楼有一个
“创客空间”，蓝色为主的设计
让其看上去充满了科技感，其
中包含了功能科学室、机器人
创客工作室、航模工作坊等内
容，玻璃橱窗上摆放着学生的
机器人作品。记者了解到，学
校结合了“STEAM 教育融合
创新”工程，以每周半天的色彩
定制课程、每月一天的主题实
践日活动。

走出课堂，社
团、科技节等活动
将孩子们书本上

的 知 识
化 作 现
实，呈现

在眼前。在白云区培文外国语
学校，“沉浸式教育”也体现在
科学教育方面，学校科学老师
毛大贵对记者介绍，学校的公
共空间设有小型舞台，在课间
的十分钟，孩子们可以将课本
上“稍显夸张”的实验在这里尝
试，“比如干冰升华，掌中火等
有趣的现象。”此外，每周一下
午的“社团时间”会有科学实验
社团，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
多的指导。

社会也为学生接触科学提
供了更丰厚的土壤。不久前的
暑假，广州市中小学生科技夏
令营开营，通过丰富的科技活
动内容设置，将科技、自然、生
态的因素融入，为学生带来暑
期的科技大餐。各大科技类比
赛也给了孩子们绝佳的展示机
会，将所学知识一举呈现。有
着广东青少年“科技奥运会”之
称的广东省科技劳动教育暨学
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已连
续举办二十余年，在市级层面，
广州市教育局评选出近千组优
秀作品，农林下路小学、水荫路
小学等学校获评优秀组织单
位，共同打造校外科学的舞台。

中国与蒙古国自1949年确立外交关系起，双方一
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本科毕业后，念念（化名）留在杭
州进入到教培行业工作，两点一线的生活使她逐渐不
满足于自己的状态，决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考虑到
留学的安全性以及性价比，念念将目光锁定在与中国
毗邻的蒙古国。递交申请、通过考试后，念念进入到蒙
古国立教育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深造。

申请进入蒙古国留学的难
度并不大，语言关是重要的一部
分。念念表示，英语的普及度在
当地并不高，只在年轻人之间较
为流行。“蒙古国立教育大学的
任课老师们基本都在俄罗斯、波
兰或者欧洲国家留学回来，因此
他们的俄语会更好。”除了俄语
之外，当地还会掺杂着蒙古语、
韩语以及日语等语言进行沟通。

复杂的语言环境使念念在
上课时犯了难，她表示留学生一
般都会使用翻译软件辅助学习，
或是通过保存课件或录音等方
式加以巩固知识。“但基于语言
本身的多样性，因此学生在学期
初时需要提前和老师沟通好期
末考试使用的语言，一般只能选
择英语、俄语或者蒙古语。”

念念特别提到，蒙古国立教
育大学的课堂氛围更倾向教授
与学生进行互动：“学生在每次

课前都需要完成一个PPT，将最
近所学的课堂内容或者是个人
思考呈现给老师，老师则会针对
每个人的作业进行评分和反馈，
给出指导性的建议。”除了个人
完成的小展示之外，每学期还有
约4次课程汇报，需要10位同学
共同完成，“虽然完成课程汇报
的工作量很大，但这刚好也是一
个可以和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进
行接触的契机，虽然时不时会因
为语言障碍导致沟通受阻，但总
体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念念笑
言。

而在课程设置上，与国内相
同，蒙古国立教育大学也分为必
修课和选修课，但选修课并非硬
性要求，不选修也不会影响毕
业。念念介绍道：“选修课的设
置也有一定限制，通常与所学专
业相关，只不过实操性会更强。
例如，某些选修课会给学生布置

一个课题，围
绕课题针对
近些年的发
展历程做出
阐述等等。”
在念念看来，
蒙古国的教
育模式倾向
培养专业型
人才，拥有更
深入的自我
思考以及观
点是每位老
师的不懈追
求。

需要留意的是，蒙古国的院
校虽然不难申请，但是想要完成
学业拿到毕业证书，毕业答辩是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蒙古国
立教育大学作为当地其中一所
公立大学，在毕业答辩时会从其
他公立大学中各抽调2至3名专

业教授参与答辩，根据学生的研
究方向展开问答。“论文答辩的
过程基本与国内相似，预答辩时
老师会针对你研究的方向提出
修改建议，而到了正式答辩时就
没有任何一丝情面可言了，回答
不好可能会直接延期毕业，其实
压力也挺大的。”念念说。

在念念看来，蒙古国是一
个开放包容的国度，“个性”与

“尊重”是蒙古人民留给她最
深的印象。“这里的校园对穿
着的包容度很高，大家也能本
着欣赏的眼光看待。”

蒙古国作为一个能歌善舞
的国度，当地人通常会用歌舞
来传达情感。“蒙古文化比较
粗犷，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十分
直接。真的很有生命力！”每
逢重大的传统节日时，当地人
会穿上蒙古族特有的传统服
饰。“蒙古族服饰锦缎材质，长
袍配上腰带，颜色极其鲜艳。”

每年二至三月份正值蒙古
族的春节，与国内一样，春节
是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蒙古
人称农历正月为“白月”，“白
节”和“白月”据说与日常饮用
白色牛奶食品有关，含有祝好
运的意思。同时，念念还特别
提到了蒙古人的取名方式：

“虽然当地人的名字一般都很
长，但其中十分讲求寓意，翻
译成中文的话，一般会叫钻
石、勇士、美丽的花等等。”

每逢春节，蒙古国民众会
齐聚一堂，用最高礼仪庆祝新
的一年，“当地会做很多的传
统小吃，如奶贝、手把肉和饺
子等，”念念回忆道，“神奇的
是，当地人包的饺子只有肉馅
的，很少见到素饺子。当地人
为了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还
会一次性做上几万个饺子来招
待客人，十分豪爽！”

蒙古人民性格豁达，对待生
活也有独一份的洒脱。思绪回
到几个月前，念念在一辆出租车
上偶然和司机聊起了过往的经
历，交谈中，念念得知这位司机
大哥与她年纪相仿，在本国的一
所高校的法律专业毕业后一直
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想投身于
澳大利亚发展。奈何司机大哥
本科学习的是蒙古国法律，在其
他国家找到工作的概率不大：

“我其实挺佩服他的，他被澳大
利亚拒绝了六次但依旧没有磨
灭他内心的向往，他说不懂可以
学，只要能学到东西就是好的，
这份对生活的豁达与热情至今
仍然影响着我。”

蒙古国位于中国与俄罗斯之
间，是被两国包围的内陆国家，整
体消费水平较低，因此留学的性
价比较高。蒙古国的公立大学一
般分为几个等级，学费会因学校
等级而异。其中，蒙古国最著名
的大学——蒙古国立大学，硕士
研 究 生 的 学 费 大 约 在 每 学 期
1500-2500 美元。而蒙古国的私
立 大 学 相 对 来 说 比 公 立 大 学 较
少，学费也相对贵一些。对于中
国学生比较受欢迎的蒙古国科技
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费每学期
在 2500-3500 美元不等。

此外，该国高等教育学制较为
灵活，研究生学制一般在一年半，
博士学制一般在三年，较短学制对
于想尽早进入社会工作的学生较
为有利。同时，申请蒙古国留学门
槛较低，虽然需要具备一定的英语
能力，但无须提交英语成绩，相应
材料通过审核后即可申请留学。

蒙古国留学

知知识识小小易进难出 多元化的语言环境

喝酒吃肉 随性洒脱的生活方式

能歌善舞 豪迈洒脱的蒙古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图/受访者提供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各组的
小组长上前领完实验材料分给组
员后，大家便分工协作，开始了

“光是如何传播”的实验，有人给
卡纸“排队”，有人手举光源，还有
人在不断调整卡纸的位置，以便
大家观察光线的落点。这是越秀
区旧部前小学的一节科学课，上
一节课中，老师已经从教材入手，
为大家带来了对于“光”这一概念
的初步介绍，紧接着让大家通过
实验的方式了解光的传播规律。

在注重五育并举的当下，科
学教育作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重要举措之一，早已成为各个学
校的发力点。以旧部前小学为
例，作为首批广东省科学教育特
色学校，学校在科技育人方面有
扎实的基础，而科技育人，首要的
便是课堂。

目前，学校的科学课怎么安
排？学校科学科科长彭瑞琳向记
者介绍，目前一二年级每周一节
科学课，三到六年级每周两节，有
着专门的教材。“每个单元的开篇
实际上最难讲，因为要从一个很
散的范围中抓住切口引入概念。”

记 者 翻 了 翻 教
材，发现在“光”
这一单元的前两
页以图片为主，
呈现自然界光的
现象，“如何将这
薄薄的三页纸讲
一节课，实际上
要经过周密的设
计。”

课堂与学校
在科技教育中扮演的
角色越发受到重视，
广州市近年来接连考
核认定了一批智慧校
园实验校，并积极推
动人工智能教育课程
的改革以及教师团队的建设。番
禺区番外外国语学校是广州市首
批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改革实验
校之一，在科技教育方面颇花心
思。学校对不同年级设置了不同
的课程，1-3 年级会上信息编程
课，而 3-8 年级则会接触人工智
能课，此外，初中阶段的学生还会
有跨学科的 STEAM 课程引入，
关注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上好这堂“科学”课，国
家在作为“指挥棒”的课程标准
方面下了不少工夫。2017 年，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
程标准》和高中课程标准颁布；
2021 年，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2022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科
学课程标准》颁布。

接连修订的课标背后，对于
科学课的定义却始终围绕几个
核心展开。在 2022 版科学课标
中提到，科学“具有实践性，有助
于学生保持对自然现象的好奇
心，初步从整体上认识自然世
界，理解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
的关系，发展基本的科学能力，
形成基本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
任感。”

听起来，科学往往有些“高
深莫测”，但结合课标会发现，在
学生阶段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对
于科学的兴趣，并要将科学与实
际生活进行更多的关联。旧部
前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名为

“科梦园”的植物园，每个教室有
一块属于自己的小阳台，平日
里，彭瑞琳也会将科学课堂有意
识地“搬”出教室，让学生们去科
梦园里走走，观察花花草草，“这
也是一种科学实践”。

已经从事了二十多年科学
教育，彭瑞琳偶有调侃科学是一
门“小学科”，但她并不认为“小”
意味着“边缘”，“我们总说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实际
上到了初中，在许多学科中都有
科学的影子，小学打好了科学的

基础，会对初中的数理化学习有
更多的帮助。”

目前，科学课并未像其他科
目一样有着严格完整的考试和
评比，不过，这反而为学校和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旧部前
小学教导主任何家辉表示，越秀
区会为学校提供一个类似试卷
的大致考核框架，但每个学校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校本
特色方向进行调整，自由度较
高；在彭瑞琳眼中，“不考试”的
科学课堂，大家会兴致勃勃地动
手，在老师的带领下个个都很认
真很开心，“我觉得这也正是小
学科学教育的初衷。”

课堂之外，科学的元素无处不在

改进的背后，是科学教育不变的初衷

科学课堂“升级”，“科技味”越来越浓

全国科普日来临

9 月 17 日 至
23日是全国科普日，随

着新学年的铃声一同响起
的，还有科学的号角。在广
州，孩子们的科学课怎么上？
有些“高深莫测”的科学怎么
走近小学生？在课堂之外又
有哪些活动能够丰富孩子
们的“科学时光”？记

者进行了采访。

？广州小学生如何

念
念
近
照

念念和
朋友去牧区
射箭骑马

学校的文化交流艺术节

以“艾”之名，为健康护航！
自 8 月 30 日广东省首届艾滋病
防治图文类作品征集大赛报名
通道开启以来，来自广州、珠海、
佛山、中山、惠州等地区的中学
生群体踊跃投稿，作品征集后台
的日均投稿量持续攀升。此次
征集中，兼具深度与创意的图文
作品不断涌现，体现了广东中学
生防艾、抗艾的坚定决心与参与
艾滋病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的热
情，是广东省青少年学生性健康
及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有序开
展的生动见证。据了解，本次大
赛参赛报名时间为今年 8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图文类作品还
在火热征集中，欢迎广大中学生
积极创作并报名参赛。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南方财经全媒体
集团指导，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
教育中心、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
究院、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主办，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省计划生育协会协办。

大赛的作品征集主题为交友
有方，成长无“艾”。广大中学生
可依据主题方向，围绕普及艾滋
病防治知识、消除艾滋病歧视、宣
传艾滋病防治政策法规、传播性
健康知识，青春期健康教育及正
确的交友方式等内容进行作品创

作。同时，主办方也鼓励青少年
激活灵感，通过更多创作形式传
递健康观念与防护知识，因此，大
赛主要开辟了三条赛道，包括手
抄报、海报或绘画作品、作文等，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擅长的作
品类型报名参赛。

“预防艾滋，要时刻牢记，自
我保护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但关
心和爱也需要传递，我们不能因
为恐艾而歧视。”广州天省实验
学校学生周淇可在投稿作品《小
小红丝带》一文中写道：走出阴
霾一起自由呼吸，呼吸成长无

“艾”的清新空气，科普宣传从每
个人做起，一起拉近心与心的距
离。艾滋不是带血的荆棘，也不
是生命被判了死刑。我们要正
确了解它的传播途径，一起拥抱
心中科学的真理。

在稿件征集中，如同周淇可
一般在创作过程中学习艾滋病
知识，并学会以正确的目光看待
艾滋病的例子还有许多。期待
你在创作的广阔平台上发出你
的声音，传递你的力量，让红丝
带高高飘扬。

广东省首届艾滋病防治图
文类作品征集大赛火热进行中

等你来投稿！
文/林文惠 图/主办方提供

作
品
选
登

培文外国语
学校里,“不考试”
的科学课堂，让大

家兴致勃勃地
动手

旧部前小学学生在科梦园上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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