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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新技能

探索有趣的生活方式

启动仪式上， 主持人沈伟流畅自如

的表现引起了记者注意。 记者了解到，

她并非专职主持人， 而是一名从事艺术

咨询工作的青年白领。 为期两个月的

《主持表演》 课程见证了沈伟从最初的

紧张胆怯到现在落落大方， 沈伟告诉记

者， 除了主持技巧， 自信心得到提升是

她在夜校学习中最直观的收获。

“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

主持技巧， 也为我创造了舞台， 让我得

以实现学生时代的主持梦。 同时， 这些

技巧也对我的日常工作有所助益， 比如

在做项目展示时， 我能更好地为客户进

行内容阐述和讲解。” 在沈伟看来， 另

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青年夜校为她创造

了一个能坐下来认真听课、 汲取知识的

平台， “步入社会后， 很难有机会以固

定的频率，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获取

知识的环境中。 青年夜校让我们可以跳

脱原有的生活模式， 去探索另一种有趣

的生活方式。”

是“学习搭子”

也是“自治搭子”

青年夜校不仅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

个多元体验、 拓宽视野的学习平台， 还

逐渐成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新载体。

为引导夜校学员将社区生活中发现

的问题， 积极有序向基层团组织建言献

策， 普陀团区委还在夜校所在社区探索

建立了青年社群。 比如， 推动在和畅公

寓、 中岚居等青年人集聚的新居住空间

建立青年自治委员会、 青年议事厅、 功

能型团组织， 鼓励学员从“夜校搭子”

成为“自治搭子”， 向着“从一个人居

住到一群人生活” 的社区新目标不断努

力， 切实延伸共青团的组织触角和工作

手臂。

据了解， 未来， 团市委将健全

“2+16+X” 青年夜校分布体系 （即打

造市团校、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 个市级

枢纽型青年夜校， 建设 16 个区级标杆

型青年夜校， 培育 “X” 个人气足、 效

果好的特色型夜校）， 每年开展“我最

喜爱的十大夜校课程” 评选， 选树宣传

优秀夜校课程事迹案例， 支持优秀夜校

课程向更多青年中心配送开办。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 鼓励学员成为“自治搭子”

青年夜校助力“解锁”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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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法治建

设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构建教育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时代命题。 近日，“教育法治与中国

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学术研讨

会暨教育法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

大学普陀校区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市教

委政策法规处、 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

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华

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立法咨询与服务研究基地共同主办。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翟刚学表

示， 教育法是党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基本

规律的法律表达。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

大的教育系统， 建立有效的教育法治体

系至关重要。 希望学术界积极参与教育

法学研究和教育法典编纂研究， 为教育

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教育法学应根植于实践， 重视教

育法和教育政策之间的互动， 以及其在

不同教育层次上的作用； 教育政策必须

与法律相辅相成， 以维护教育的公平与

公正， 推动教育法治的现代化。” 华东

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在题为《教育

法与教育政策的中国意蕴》 的报告中，

探讨了教育法与教育政策的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教育科学

学院首席专家劳凯声探讨了智能时代教

育法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地方立法可以为全国教育立法的

完善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

验借鉴， 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能有

效促进教育法学的研究， 提升教育法学

的理论水平， 同时也能促使地方立法与

教育实践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可以更好

地构建符合国情的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

系， 为未来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奠定坚实

基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在题

为《发展中的中国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的报告中提到，中国教育法学的

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

时，结合中国国情及教育实践，才能更好

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学理论。

据悉， 论坛旨在进一步促进教育法

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融合， 为教育法的

学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指导， 推

动中国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为中国式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作出贡

献。

本报讯 近日， 第四届内地与港澳

大学生模拟法庭 （仲裁庭） 大赛启动仪

式顺利举行。 此次赛事旨在助力内地与

港澳青年学子拓宽视野、 交流思想， 提

升综合素养， 推动三地优秀学子以赛促

学、 增进交流， 加快成长为具有国际视

野、 通晓国际规则、 善于处理国际法律

事务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切实增强

内地与港澳青年的宪法意识、 公民意

识、 爱国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 增强民

族认同感。

赛事消息一经发布， 组委会即收到

了来自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香港大

学、 澳门大学等 73 所内地及港澳知名

高校的积极回应， 600 余名同学踊跃报

名， 并迅速组建了 135 支参赛队伍。

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

研究室副主任曾军荣在致辞中表示， 此

次大赛汇聚内地和港澳高校青年学子，

彰显“一国两制” 优势活力， 港澳在涉

外法治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 鼓励学子借助该平台精研法律知

识， 成长为涉外法治高端人才。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刘言浩表示，

仲裁是国际通行争议解决方式， 上海积

极推进仲裁事业改革发展， 出台诸多相

关政策法规与配套制度， 推动仲裁国际

公信力等显著提升， 过去五年相关案件

受理数据呈现良好增长态势。

“国际仲裁在争议类型、 法律适

用、 仲裁庭组成等方面具有多元性和丰

富性， 参与模拟赛事有助于学生提升法

律素养和实践经验。” 作为本次大赛的

评委及导师，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研究部

副部长范佳煜鼓励法学学生积极参与国

际仲裁实践， 开拓眼界和思路。

第四届参赛学生代表， 复旦大学国

际仲裁专业的朱克分享了参赛期待与决

心， 期待在比赛中与来自内地和港澳的

优秀学子同场竞技， 相互学习， 共同探

索法律的奥秘。

据悉， 本届赛事聚焦法学学生国际

法律综合素养与实操能力的深度挖掘与

培养， 采用“国际商事模拟法庭” 全英

模式， 借由国际贸易争端案例， 提升参

赛学生书状撰写水平以及庭审抗辩技

巧， 将为内地与港澳法治交流合作注入

新的活力， 力争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涉外

法治人才， 为推动内地与港澳法治建设

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教育法学青年学者论坛召开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助力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第四届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模拟法庭（仲裁庭）大赛启动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如何吸引青年人聚在一起、 学在一起、 玩在一起？ “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 是 2024 年上海青年中的新潮流。 近日，

上海青年夜校年度大展暨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启动仪式顺利举办。

活动现场， 团市委发布“上海共青团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 提出每年开办不少于 50 节思想引领类课程、 不

少于 100 节职业进阶类课程， 并将在未来一年内向各区配送不少于 200 节优秀夜校课程等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的务实举措。

同时， 揭晓了“我最喜爱的十大夜校课程”、 提名课程以及青年夜校服务青年发展计划入库课程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