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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抢糍粑、滚铁环、打陀螺、板鞋竞
速⋯⋯这是 3 月 30 日，广西大学开展第十届

“三月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文化
体验展示系列活动的项目。

一年一度的“广西三月三”即将到来，广
西举办一系列活动助推民族团结，各大中小学
校也不例外。近年来，广西教育系统发挥学校
主阵地作用，不断铸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在“学”中铸牢民族团结之本

走进桂林市回民小学校园，浓厚的文化气
息扑面而来。校园的走廊、板报、橱窗介绍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桂林市回民小学作为广西
首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点学校之一，
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融入学生学习成长全过程。

广西教育厅民族教育与教材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广西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民族文化特
色，开发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地方教材，编制

《广西民族团结教育读本》，有机融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供小学三年级至初
中八年级学生使用。

近年来，广西先后出台文件，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列
入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范围，将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列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将铸牢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任务
纳入教育事业规划重点实施。2023 年起，还
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纳入中考考查范围。

在“玩”中夯实民族团结“压舱石”

近日，梧州市长洲区龙平小学学生在课间
练习跳竹竿舞，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二路小学学
生在课间练习“同心击鼓”，迎接“三月三”
的到来。

文化传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每年“三月三”来临之际，广西在全区各
级各类学校中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题活动，定期举办中小
学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优质
课评比等活动。

在南宁市新兴民族学校操场的东北角，
一堵近百米的围墙上展示着广西各民族文化
知识。该校校长吴鸿丽说：“在校园里，知识
是学生们渴望的雨露，而民族文化、民族体
育、民族手工艺等则成为学生们的快乐源泉
和‘营养剂’。”

近年来，广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创建 100 所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示范学校、156 所民族文化教育示范学校、
100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

在“育”中打造红色教育品牌

靖西市龙邦镇护龙村是个壮族村寨，在这
里，不少村民家的窗户下就是国境线，每家每
户屋顶都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个“国
旗村”，村里的孩子都就近到龙邦镇中心小学
就读。

“4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象征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
护⋯⋯”尽管已经把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讲了
无数次，但龙邦镇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周庆还是生怕自己的讲述中有遗漏。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
根。”周庆告诉记者，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该校每年都要举办“爱国护边”系列活动，
把爱国主义教育课堂搬到界碑前、巡逻路上。

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滩散小学和龙邦镇
中心小学一样，也是一所国门学校。学校2001
年起开展“爱祖国，护界碑”爱国主义教育，如
今，“红领巾护界碑小队”从最初的15人增加到
300多人，护界碑活动还向多所边境学校扩展。

广西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品牌“国旗工
程”，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513 个国旗工程点覆盖陆海疆一线。沿边各
市县依托国旗工程，结合“五四”“六一”

“少先队建队日”和开学季等节点，定期组织
开展“国旗下的讲话”“国旗在我心中”“向
国旗敬礼”等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爱
国爱旗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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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广育新时代“大先生”，关键在教

师。只有教师心中先扎下“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之“根”，学生心
中才可能结出立志报国之“果”。“作为
师范类院校，湖南一师一直非常注重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是师德养成。我
们有责任教好学生，培养出更多未来的
好教师。”罗成翼说。

为此，湖南一师大力实施政治建
设“思想铸魂”行动、规则立德“固
本强基”行动、专项整治“清朗净
化”行动、关键群体“教育提升”行
动、以案明纪“警钟长鸣”行动、榜
样引领“典型赋能”行动等六大行
动，引领学校教师自觉养成良好师德
师风，争做“经师”与“人师”统一
的“大先生”。

【记者观察】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正所
谓，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

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出台相关
举措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厚植尊师重
教的社会文化，教师政治地位、社会
地位和职业地位持续提高。教育系统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成长
为“大先生”，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全
国 1891.78 万 名 专 任 教 师 ， 托 举 起
2.91亿名在校生的梦想。

“愿以小我之力筑大
国之梦”

【总书记嘱托】
学校的办学宗旨，既要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质，又要引导学生立志报国。现
在，世界又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
子正当其时。

春雨润物无声，春苗茁壮成长。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

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中学教师麻小娟
呼吁社会各界多关注乡村教师减负和
身心健康问题，让更多年轻人在乡村
安心从教。

2015 年 7 月，麻小娟从湖南一师
音乐学专业毕业，回到家乡成为一名
乡村教师。

从教之初，学生的一句“老师，
好 想 你 多 陪 陪 我 们 ”， 触 动 了 “90
后”教师麻小娟的内心。

从2015年开始，麻小娟坚持每晚
走进学生宿舍，利用睡前半小时时间
为孩子们讲故事，用思想的光芒点亮
孩子的夜空。

为什么能坚持 9 年？麻小娟的答
案是，因为热爱，所以坚定。

麻小娟的坚定，离不开湖南一师
深深的红色印记。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的故事广为
流传。20 世纪初，青年毛泽东在湖南
一师求学、任教，度过了 8 个春秋。
在教学楼旁边的一个中式庭院，一口
水井静卧在古朴的瓦亭下，青年毛泽
东当年就在这口水井旁坚持洗冷水
浴，磨炼意志。

在第八班寝室，毛泽东曾向室友
提出“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家庭
琐事，不谈男女问题。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
多年来，湖南一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敢担当、能奉献的毕业生。党的十八
大以来，学校率先提出并探索六年制
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模式。10
多年来，近两万名学子从湖南一师出
发，走向大山深处、村村寨寨，躬耕
教坛、教书育人。

再过几个月，湖南一师马克思主

义学院学生龚佳颖就要走出校园，正
式成为一名教师了。“作为一名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的师范生，希望自己能发
挥思政教师铸魂育人的关键作用。毕
业后，我想成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
愿以小我之力筑大国之梦。”龚佳颖
说。

湖南一师教育学院学生任逸豪是
一名公费师范生，他立志毕业后要回
到家乡，成为一名信息技术教师。“在
互联网时代，学好信息技术对于乡村
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我希望能将我的
所知、所学分享给他们。”

⋯⋯
罗成翼表示，学校将推进教师教

育改革创新，着力于“三个转变”，即
由过去单纯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
变，由过去单纯的小学教育教师培养
向全学段教育教师培养转变，由传统
师范教育教师的培养向数字化、智能
化、信息化教育教师培养转变；形成

以教师教育为特色，信息类学科等为
支撑的多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新格
局，从而把学校办得更好、更强、更
有特色。

【记者观察】
湖南一师为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

“留得住”“教得好”的优秀教师，他
们身上映射着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使
命感。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
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奋斗。

近年来，教育系统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激励青少年厚植爱国之
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育人格局不断拓展、育人方式更加丰
富、育人成效日益显著。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青春在闪光。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特约通
讯员 王乐昌） 日前，山东港口青
岛港前湾港区南岸，满载货物的巨
轮缓缓停靠在无人值守的码头；码
头上，自动化桥吊导引车辆往来穿
梭，自动化轨道吊快速运转，重达
数十吨的集装箱被轻巧抓起、精准
堆码⋯⋯一群年轻人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着这一场景。

他们是由 70 多名青岛科技大
学师生代表组成的“大思政课”实
践团。青岛科技大学组织师生到青
岛港自动化码头科技创新基地开展

“场景大思政课”，现场感受青岛港
践行科技自立自强、为世界港航业
贡献“中国方案”的实践担当。

传媒学院大二学生谭凤婷用
“热血沸腾”来形容现场看到的壮
观景象：“实地参观、体验国际化
港口是非常奇妙的体验，加深了我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大思政课”实践团领队，校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洪坤说：“‘场
景大思政课’上，学生亲身感受前沿
科技的脉搏，在心中埋下了科技报
国的种子。”

参与现场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曹胜说：“思政课的教学现
场搬到了现代化全自动码头，使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触达人
心，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起到

重要作用。”
带领学生走到港口码头、科研

一线、革命老区、田间地头等，在
社会大课堂中开展思政教育，打造
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

“金课”，引导青年学生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融入成长过程中，助力学生树立
报国志向，是青岛科技大学面向全
体学生开展“场景大思政课”的初
衷。

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先后建立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20余个，
派出实践团队 3000 余支，开展“场
景大思政课”累计覆盖师生10万余
人次。

青岛科技大学建20余个实践教学基地，打造“场景大思政课”

登上智慧码头 见证科技力量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欣 然 通 讯
员 焦德芳）“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
教授刘艳丽的数字助手，希望可以高
质量满足大家的个性化学习需求！”4
月 2 日，在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电
力系统基础”的开学第一课，刘艳丽
向学生们介绍了本学期的新伙伴——

“全过程全环节AI助教”。
“电力系统基础”是天津大学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核心专
业必修课。“以往在有限的课堂教学空
间时间内，学生很难迅速迁移所学的
知识去创造性解题，教师很难根据个
体兴趣与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学习与提
升方案。”刘艳丽这样阐述自己开发人

工智能的初衷。
针对这些授课难点，刘艳丽与科

大讯飞合作研发出“全过程全环节 AI
助教”，这个助教由两大系统组成，一
是“数字老师”，二是“答疑大模型”。

“数字老师”是以刘艳丽个人形象
仿真模拟出的虚拟数字人。“无需花费时
间亲自录制，我只要把教学课件讲义导
入后台，就可以快速生成‘数字老师’的
授课视频，从而高效、便捷、丰富地产出
线上教学资源。”刘艳丽介绍，“在课中
和课后，‘数字老师’还能基于课堂和得
到的学情数据匹配作业库，实现个性
化、精准化教学。‘数字老师’甚至还能
分析不同学生学习的投入度和目标达

成度，帮助我给予学生更加全面的学习
指导，从而提升教学针对性。”

“答疑大模型”是一个人机对话大模
型系统，学生通过手机、平板或电脑登录
即可实现交互式答疑辅学。该系统能根
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诉求和答疑诉求，
给予学生专业、准确、详尽的解答。“系
统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就是根据不同
需求帮助学生完成自测，从而形成‘一
人一案’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刘艳丽说。

“今后，我将在课程层面不断提升
打造强大的 AI 助教，实现人机协同的
高质量个性化学习，同时进一步推动
人工智能赋能交叉人才培养范式转型
的研究与实践。”刘艳丽说。

天津大学开发人工智能助教

同学，你的虚拟教授已上线

本 报 讯 （记 者 欧 媚） 近 日 ，
2024 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与数字赋能
妇女工作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
由北京交通大学、海南省妇女联合
会、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
司、《通信世界》 全媒体发起倡议举
办，中图云创智能科技 （北京） 有限

公司承办。
论坛围绕教育数字化、数字赋能妇

女工作及数字经济与文化等主题，聚焦
“应用、共享、创新”进行研讨，并倡议大
力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平台建设。

论坛重点分享了数据要素化趋势
对时代的影响以及数据赋能教育决策

治理的机制与路径。北京交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刘世峰认为，国家教
育数字化提出了对新型基础设施、应
用系统与服务平台、数据标准规范建
设的要求，数字化赋能教学与教研亟
需构建基于数据的教育治理新模式。

在圆桌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北京
联合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海南省妇女
联合会、海南大学、中图科信数智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围绕如何推进高校数
字化实效性、数据赋能妇女工作以及图
书馆全面智慧化升级进行了交流。

2024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8 日电 （记者
赵鸿宇） 4月8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发布通报称，河北邯郸初中生遇害案
中 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故意杀
人，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相关法律，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
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
及马某某核准追诉。

通报称，2024 年 3 月 10 日，河北
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
害。3 月 11 日，涉案的张某某、李
某、马某某 3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
公安机关全部抓获。检察机关高度重
视，依法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
动。3 月 21 日，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
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

马某某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
通报还称，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 3 人作案时已
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故意杀人
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河北省
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近
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
准追诉。检察机关将在严格依法办案的
同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
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

检方通报邯郸初中生遇害案
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核准追诉

（上接第一版）
借助职教平台等资源，学校也

在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学校电教中
心主任张照峰介绍，学校积极引入
实践项目，通过“线上＋线下”“企业
导师＋院校教师”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项目化教学与实践。学校还利
用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财校雅集、
校内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师生走出
校门，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课程实训是职业院校学生掌握
专业技能的关键一环。在学校教师
王建宣看来，职教平台的虚拟仿真
实训功能可以提供更加真实、直观
的教育环境，帮助学生掌握实训要
点，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职业教育
实习实训的难题。

“借助平台资源和系列实践，
我能更好地了解和熟悉电子商务行
业的发展现状，增强了实践能力和

创新意识。相信毕业之后，我们一
定能够更快适应岗位的需要，以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和
行业。”电子商务农村电商方向学
生王嘉豪说。

“目前，以职教平台资源为依
托，结合学校自身专业特色和学生
特点，学校正在建设集场景体验、
素养培训、项目实训、科研创新于
一体的数字商务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力图进一步推进区域数字商务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赵红
娥介绍。

西部中职校插上数字之“翼”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哲 记
者 余闯）“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需要以各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诠
释和融合。对于同学们的专业学习
和职业选择来说，又何尝不是同样
的道理呢？”3 月 26 日，许昌学院闻
理路旁，如云似雪的樱花树下，该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孙希芳主讲
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如约开讲。

这是许昌学院举办的第二届
“樱花树下”沉浸式思政课堂系列
活动之一。活动以“文化自信视野
下的青春选择”为主题，邀请思政
课教师、优秀校友走进课堂，共话
文化传承创新和青年成长成才。

“我想从同学们比较关注的热

门话题入手，而把课堂搬到校园
中，对我来说是一场带着甜蜜花
香的思想交流与分享。”孙希芳
说。

“朱志浩老师讲述了学校中原
农耕文化博物馆 3 件藏品的故事，
让我非常感动。我们青年人应该主
动去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住
乡愁。”文史与传媒学院学生赵倩
楠在听完“我和农博馆的那些事
儿”一讲后，不禁感慨，“原来思
政课还可以这样上！”

2002 年，许昌学院种植了首
批樱花树，经过 22 年不断扩大规
模、精心养护，如今学校闻理路两
侧已有近 700 棵樱花树。盛开时

节，轻云蔽空，花雨簌簌，成为当
地远近闻名的春日美景。学校因势
利导，自 2017 年开始举办樱花文
化节，从樱花里积极挖掘育人元
素，发挥融环境、文化、专业、实
践等为一体的聚合育人效应，以

“花”式育人赋能学生成长成才。
“近年来，许昌学院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突出特色，深耕细
作，培育了樱花文化节等一批具有
校本特色、饱含育人元素、体现高
雅品位的高校文化活动品牌，在培
养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成为学校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的有效载体。”许昌学院党委
书记郭涛表示。

许昌学院“花”式育人，开展沉浸式思政课堂系列活动

徜徉樱花树下 共话青春梦想

（上接第一版） 河南将以此次部省
会商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为新起
点，牢牢扛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政治责任，深化教育规律认识，

统筹推进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加快建设河南高质量教育体
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现代化

河南建设提供有力人才和智力支
撑。

在河南期间，怀进鹏深入郑州
大学、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河南
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河南大学、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调研了解有关情
况。

教育部与河南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近日，在浙江
省温州市鹿城区学
生实践学校，来自
温州市第二实验小
学的学生在教师的
带 领 下 制 作 发 射

“ 水 火 箭 ”。 近 年
来，浙江温州市教
育部门鼓励学校充
分挖掘周边资源，
以 兴 趣 小 组 、 社
团 、 俱 乐 部 等 形
式，广泛开展实践
活动。

刘吉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