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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审视消费需求 及时避坑防“诚信”套路

中消协发布“双11”消费提示

《在北京林业大学首次开设
的《自然教育》微专业课堂上，学
生们正在介绍自己以及对课程
的期待。他们中有本校学生、
有从外地过来的上班族，甚至
还有快退休的学校老师。虽
然他们的年龄、职业、地域不尽
相同，但都希望从这门课中学
到更多系统性的知识，以及为
未来多创造一种可能性。

据介绍，微专业是高校

在学生的主专业学习以外，
围绕某个特定学术领域、研
究方向或核心素养提炼开设
的一组核心课程。

比 如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的
《自然教育》微专业包含 9 门
课程，共计296课时，其中课堂
教学占比70%，实践教学占比
30%。经过微专业的学习，学
生可以具备自然教育领域基
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后续

再通过专业培训等，能取得国
家自然教育师资格，从事自然
保护地、城乡绿色空间等方面
的自然教育工作。

虽被冠以“专业”之名，但
在学信网等官方学位网站上，
微专业没有备注信息，属于非
学历教育，是高校的自选动
作。那么高校为何有这一自
选动作？在设置微专业的方
向和课程时又有什么考量呢？

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开
设微专业。通过微专业的学
习，学生们能有哪些收获？未
来微专业会如何发展？

山东大学是国内较早开
设 微 专 业 的 高 校 之 一 ，在
2018 年就开始了这项尝试。
杨青霖是山大首批学习过微
专业的学生，本科专业是材
料物理学，目前正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攻读机器人领域的
硕士学位。从物理学跨界到
机器人，微专业的学习经历
为他搭建了桥梁。

新加坡国立大学机器人

学系研究生杨青霖：经过微
专业的学习，我接触了更多
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
面的知识，我也发现我对这
个领域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兴
趣，这对我后来去申请国外
的机器人学硕士也产生了很
大的积极影响。

目前，在山东大学，学生
们可以读的微专业有47个，涵
盖近500门课。今年为了适应
AI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学
校还开设了《智能计算与软件
编辑》微专业，受到了学生的
广泛欢迎。

拥抱时代的新变化、面
对学生的新需求，不少高校
希望通过开设微专业来探索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设
置微专业时一般会选择面向
新技术、新领域的专业学科。

高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微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在5
到10门左右，课程往往安排在
周末和工作日晚上，学生可以
在一到两年内完成所有学时，
具有小而精的特点。未来将基
于社会与学生的需求去灵活调
整微专业的设置和内容，用“新
知识”为校内外学生充电。

微专业作为高校对人才
培养和教学改革的一种探
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
业的限制，促进了学科间的
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也打
破了大学围墙的阻隔，为校
外的求知者提供了学习的机
会。而选择一门“微专业”既
是提升个人能力的积极尝
试，也饱含着不少人对于高
质量就业的期待。

微 专 业 火 热 兴 起 的 同
时，如何更好适应未来社会
发展需要？业内人士指出，
微专业的发展需要冷静思
考，避免盲目跟风。如何确
立课程标准、如何通过科学
设计和市场调研，使微专业
更能适应未来发展需要，都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 储朝晖：一些人对微专

业的追求主要是在一些形式
上，觉得微专业可能在形式
上是适合自己的需求的。他
就选一个跟就业方向需求相
关的微专业来学习，以备以
后就业能够用上。我觉得每
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能力、兴趣特点来选择是
不是学微专业，而不是简单
的追风。

(据新华网)

学习微专业 为未来多一种可能性

高校微专业探索：适应新变化 培养新人才

微专业如何更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

“双 11”网络购物促销季
来临之际，中国消费者协会
（以下简称“中消协”）发布了
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应
当理性看待“第三方测评”，对

“跑偏”“变味”的“第三方测
评”多个心眼。

所谓“第三方测评”，通常
是指未取得国家检验检测资
质认定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组
织或者个人，宣称通过自身测
试、测验、体验或引用对比专
业检测结果、分析调研数据、
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对
商品的质量、功能、设计、成
分、服务、性价比等方面进行
横向或纵向比较，并将结果通
过自媒体以图文、视频或直播
的形式进行发布推广。“第三
方测评”可以为消费者购物提
供参考，也可能因“跑偏”“变
味”而误导消费者。

中消协表示，消费者应当
理性审视消费需求，切勿迷信

“种草”流量。面对逛不完的
网店、看不尽的商品、理不清
的优惠措施，消费者有必要货
比三家、综合考察之后再作决
策。针对某些主播、博主推出
的各类“测评红黑榜”“必备好
物清单”“避雷清单”等，应当
多平台、多渠道进行比较，客
观理性看待各类测评榜单和
测评内容；面对“第三方测评”
主播、博主提供的引流优惠信
息，特别是所谓“无脑购入”

“家人们放心冲”等具有强烈
情绪和引导性质的标题、口号
时，消费者更应保持清醒，聚
焦自己和家人的真实需要，不
迷信“流量”，不尽信“流量”。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要
留意宣称测评方法，避免“诚
意”变“套路”。“第三方测评”
信息吸引网友关注的原因之
一是其基于普通消费者真实
感受和视角，利用更加多元、
细致、专业的测试、测验、体验
等方式，向公众多维度展示或
推荐不同品牌、系列的商品和
服务信息，为消费者提供决策
参考、承担“试错成本”。然
而，一些“第三方测评”账号披
露的测评过程全靠主观评价，
缺乏科学的测评方法，无法提
供真实可信的实验凭证；一些

博主、主播的点评话术充斥着
“必入”“智商税”“谁买谁后
悔”“错过等一年”等词句，看
似情真意切，其实套路满满，
不仅误导消费者，有些还涉嫌
不正当竞争或商业诋毁。消
费者在浏览有关“第三方测
评”信息和推荐产品时，要留
意查验有关测评项目是否合
理，测评信息或数据来源标注
是否清晰，相关数据结论有无
常识性错误或逻辑谬误，还可
以翻阅查验该账号作者往期
成果、点赞情况和网友评论留
言，综合比较信息的真实性和
合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部
分“第三方测评”广告色彩十
分明显，明面上是测评，实则
是变相宣传。从2023年5月1
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
办法》第九条规定：互联网广
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
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除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
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
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
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
明“广告”。部分“第三方测
评”账号在经营过程中没有
把握好公正客观和经营盈利
的关系，为了商业利益变身
流量代言人，以“科普”“分
享”为名行“营销”“带货”之
实，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还有少数博
主、主播和经营者偷换检验
检测指标项目概念或虚假展
示检验检测报告，更有甚者
直 接 伪 造 虚 假 检 验 检 测 报
告，推销涉嫌价高质次的仿
冒、伪劣商品，一经查实均须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消协建议有关网购平
台和互联网内容平台切实筑
牢平台监管、服务规则，压实
平台内有关经营者主体责任，
督促做好亮证、亮照、亮规则、
亮承诺，进一步完善检验检测
报告适用和查验规则，帮助公
众更加方便、快捷、精准识别
各类消费信息和营销内容，让
广大消费者舒心消费，提振消
费信心。

(据新华网)

“小而精”的微专业为何人气爆棚？

（（网络图网络图））

在周末，如果你走进大学校园，会发现高校开设了一批微专业。不同于辅修专业，微专业
主打“小而精”，学生可以在一到两年内完成所有学时，内容上也是交叉融合了多个学科专业
的前沿知识和技术。微专业虽不授予学位，但人气十足，不仅学生报名踊跃，有的学校还面向
社会人士开放微专业的课堂。那么什么是微专业？为何会受到多方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