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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葳

“请肃静！现在宣读法庭纪律……”
伴随着“书记员”清晰有力的法庭纪律
宣读声，以“拒绝校园暴力，青春向
阳生长”为主题的“青少年法治课
堂”在北师大昌平附属学校开讲，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13名本
科生各司其职，为现场的150余名中
学生高度还原了严肃有序的庭审现
场。这次模拟法庭，刚好是该学院学
生走进中小学校园进行法治宣讲的第
100期，而青春的脚步也刚好走过了
10个年头。

累计覆盖中小学20余所，服务
中小学生16000余人次，近500名志
愿者参与……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党委探索建立的学生党员
先锋工程实践项目，从2014年 9月
开始，“青少年法治课堂”通过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积极探
索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普法宣传和法
治教育的有效路径，为大中小学一体
化法治教育贡献青春力量。

“我们有一流的法学师资、丰富
的法治教育资源，还有一大批热心公
益的法学青年学子，在推进青少年法
治教育发展，提升全民法治意识，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民商经济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王
彤坦言，10年走来，有苦有甜，但在
一届届学生心中留存的是秉持初心、
不断探索的温度和满足。

一次唤起法律意识的出发
“大哥哥大姐姐们讲的法律小案

例有趣又好懂，以后我也要成为像他
们一样的大学生！”现场聆听“青少
年法治课堂”后，北京市前锋学校一
名小学生高兴地说。

一个个小小的知识点，在一节节
生动有趣的法治课堂中被串联起来，
让尚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感受到
法律的温度，更让法治的种子悄悄地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受害者忍耐多时才告知家长诉诸
法律，加害者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意，
目击者犹犹豫豫不能分辨是非……我
们演绎的场景有时可能就是一些学生
的亲身遭遇。”校园暴力模拟法庭表
演后，2020级法学专业学生郑沛澍深
感“知法才能守法，学法才会用法”的
重要意义。一次模拟法庭，一堂法治
课，虽然只是一个开始，却可能改变孩
子们面对校园暴力时的选择。

“聚焦青少年身边最现实的社会

重点热点问题，通过还原严肃真实的
案件审理过程，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
的活动体验，以达到向广大青少年普
及法律知识、宣传法治思想的目的，
让青少年更好地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近5000字的《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青少年法治课堂——模
拟法庭普法活动策划书》中，“活动
目的”一项清晰明了。

“每学期的‘青少年法治课堂’，
从前期策划、确定主题到进校园落
地，其间经历志愿者的招募和试讲，
前后都要历时两个月左右。”该学院
学生会志愿者服务中心部长王菁浩
说。

学院党委、团委对该品牌项目实
行申请审批制，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
权和空间，以学生党员带动学生团
员，践行为中小学生激发兴趣、普及
法律知识、唤醒法律意识的初衷。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背
景下，结合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
程大纲的调整，积极与合作学校教师
进行讨论，强调青少年的权利意识、
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贴近中小学课
本内容，让孩子们知道基本的权利与
义务，感到法律对自己‘有用’。”带
队教师、民商经济法学院团委书记苑

阳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向大会
提交的《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
建议》中提到：应引导当地法学院校
大学生积极参与法治教育，推动大学
生开展法律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法学
院校大学生到当地中小学讲授法律知
识，开展法治宣传。

“法律的底层逻辑一定是关乎人
类和社会哲学理念，因此尽早地、正
确地获得法治教育，一定是对青少年
健康成长大有裨益的。”即将攻读诉
讼法学研究生的袁佳晴坦言，我们的
宗旨是为中小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法
律的平台和机会，进而让他们真正理
解和遵守、维护和运用法律。

一次不断探索的行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在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
的多功能厅，一名男生高声朗读宪
法，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我听懂了，宪法是保护我们权
益的，我们了解宪法就能更好地维护
自己的权益。”课程结束后，一名六
年级男生乐呵呵地说。

（下转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治课堂”十年开讲100期——

凝聚青春力量 铸牢法治信仰
全
面
深
化
新
时
代
教
育
评
价
改
革
·
经
验
篇

通讯员 陈朝和 本报记者 倪秀

“你看，所有的过程都可以记录，评价中
涉及的事件都能追溯。”近日，四川省成都市
青羊区金沙小学党办副主任冯义调出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系统数据，向记者介绍学校学生参与

“制作四川泡菜”的劳动实践课。
屏幕上，活动时间、事件过程与成果等关

键信息清晰明了；从课前的采购、制作，到课
堂的实验、合作，再到发酵出泡菜大家品尝后
的分享、总结，一次完整的劳动实践被记录，
形成分析报告对学生作出评价。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积极依托技
术赋能，精准发力，搭建信息化平台——“基
于典型事件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对学
生综合素质相关数据进行采集、遴选、分析等
一体化管理，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客观性
强、可追溯的、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新模式，以
学生评价机制改革提升育人质量，引导学生全
面发展。

精准评价，打造动态“学生画像”

“同学们，这学期在社会实践中参与了好
多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吧！”今
年6月期末，一次特别的“评价公示”班会课
在成都市青羊区教科院附属实验学校班主任危
春霞的班上进行。

进入线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危春霞
点击学生行为表现的数据，每个数据背后都是
一次次生动写实的照片与视频记录，经过平台
分析，每名学生都收获了一份涵盖本学期德智
体美劳各方面参与情况的电子评价报告。

这是成都市青羊区依托智能技术改革学生
综合评价方式的缩影。2019年，成都市青羊
区开始将典型事件——即反映学生阶段性、关
键节点表现和集中体现学生素养能力的事件，
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依据。从2020年开
始，在数字化手段赋能下，成都市青羊区联合
专家智库，推出了“基于典型事件的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系统”试点。

系统观测范围覆盖了“思想品德、学业水
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实践创新”等5个
维度，同时拥有电脑端和手机端2个入口，方
便教师等评价主体实时将学生行为表现进行拍
摄、记录、评价并上传，系统端将同时结合数据分析与人工筛选两种方式采用
学生的“典型事件”，经过公示后，最终智能输出形成学生阶段性的综合素质
评价报告。

“评价中使用的证据和数据能被追溯到实际的学习情境和事件中，而不是
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数字或统计数据上。”成都市青羊区教科院副院长叶剑介
绍，系统智能筛选出的数据经过积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评价链条，打造了学生
长期的“画像式”评价。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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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暑假好时光在在

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徐黎明

“你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香味儿了
吗？”

“嘿，这个味儿还真香，这是哪
里来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花椒树散发出来
的，咱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种植花椒的
历史很悠久，本地花椒色红油重、粒
大饱满、香味浓郁、麻味醇厚……”

直播间里，天津工业大学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见微知著”暑期社会
实践团成员们正在甘肃省陇南市西和
县丰收村的山坡上，用“津味儿”相
声的形式开展直播带货，她们一唱一
和、一捧一逗，热情洋溢地为网友们
介绍花椒、土豆粉、蜂蜜、醪糟等

“甘味儿”特产，成员们在主播、助
播、技术等岗位上各司其职，整个直
播过程有条不紊。

“现在的大学生创意真多，必须
下单支持一下。”评论区里，网友们
纷纷为相声直播带货的形式点赞。在
近2小时的实景直播助农活动中，队

员们累计推介30余种甘肃陇南当地
的农产品，总销售额达4000余元。

“刚开始有点紧张，后来看到网
友们都很支持我们，大家状态越来越
好。我们希望跟别的直播间不一样，
在带货的同时，还能将陇南当地深厚
的文化底蕴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
这里。”实践团的学生负责人刘禹
含、马靖涵说。

“能用直播的方式为农户带来更
多收益，我们觉得很值得。”负责中
控台管理的实践团成员朱悦说。

据了解，今年暑假，天津工业大
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见微知著”
暑期社会实践团跨越1464公里，来
到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开展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实践团成员们用“津味
儿”相声带货“甘味儿”特产，用

“新”助“兴”，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征程上绽放青春光彩。

天津工业大学学生走进陇南山村进行助农实践——

直播带货 用“新”助“兴”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
琵琶”“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马上催”……课堂上，指导教师尹
雯一边讲解唐诗，一边为孩子们现
场弹奏琵琶，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
味。

“老师，我可以拨一下琴弦吗？”
三年级学生王雅婷好奇地摸着琵琶，
眼睛里闪烁着光。

尹雯是兰州工业大学推普志愿服
务小分队的指导教师。8月1日至5
日 ，兰州工业学院“ 坚韧积 石

‘语’你同行”推普志愿服务小分队
的11名同学，在尹雯的带领下，赴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开展“推普助力
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校园
里、山坡上、牛棚里，建筑工地里、
村民家中，处处都有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
队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

长，向当地村民宣讲“普通话+牛
棚羊圈建筑及房屋建筑材料运用”

“普通话+智能手机学习软件推介”
“普通话+自然灾害预防”“普通话+
用电安全提示”等，并向当地学
校、村民捐赠《常用语言文字规范
手册》等图书，积极推广“中国语
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资源，
把教育惠民、乡村振兴政策送到了
最需要的地方。

“希望通过宣传推介，让当地群
众充分认识到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意
义和实际价值，让大家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队长陈世贤说，通过座
谈、走访、发放问卷等形式，队员
们了解了当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
及程度和质量情况，让推普更“接
地气”。5天来，队员足迹遍及积石
山县吹麻滩镇、癿藏镇、大河家镇
3个乡镇的 8个村落，深入田间地
头、村民家中宣讲，努力提升推普

“温度”。

兰州工业学院开展“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社会实践——

推普助农“语”你同行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近日，
安徽省发布省级2024年中小学社会
事务进校园白名单，要求全省各地各
有关部门严格落实白名单制度，坚决
防止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层层加
码增加教师负担，不得将社会事务进
校园工作完成情况与学校考核、干部
教师评优评先和绩效考核挂钩。

安徽规定，除道德法治进校园、国
防教育进校园、民族团结进校园、安全
教育进校园、科学教育进校园、卫生健
康进校园等6项白名单事项外，未列
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校园。

与此同时，安徽还于近日集中面向
社会公布省、市、县（区）三级教育行政
部门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相关举

报投诉。投诉受理范围涉及社会事务进
校园加重教师负担问题，非教育教学活
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事项情况（纳入
白名单的公示事项除外），以及社会事
务进校园过程中滥用应用程序和工作
群组、打卡、接龙、做题等重留痕轻实效
的形式主义问题。

安徽要求，全省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切实履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管理职
责，加强进校园活动的审核和整合，推
动进校园活动与学科教学、班团队会、
专题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学校日常
教育和管理工作有机融合，加强过程
管理，严控活动范围和时长，提升进校
园活动质量，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潜心
教书、静心育人创造良好环境。

安徽发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
不得将事务完成情况与考核挂钩

暑假期间，山东青岛四方小学的孩子们开展足球、手球、田径训练营活动，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丰富假
期生活。

左图：学生们在进行手球基本功训练。 右图：学生们在进行田径训练。 王海滨 摄
乐享运动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
员 陈小兵）日前，江西省赣州市教
育局印发《赣州市义务教育学校阳光
编班工作指导意见（试行）》，进一
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维护教育公
正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赣州市实行义务教育学校阳光编
班，旨在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阳光
编班长效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全面
实行“阳光编班”，确保生源分配均
衡、师资配置均衡，体现教育公平。
2024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
（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一律按

本指导意见要求进行阳光编班工作。
赣州义务教育学校阳光编班按制

定编班方案、上报审核备案、公开编
班方案、规范实施方案、公开编班结
果五个流程进行。各地成立由校长担
任组长的阳光编班工作领导小组，对
阳光编班方案进行讨论、集体决策，
科学制定编班方案。经学校集体决策
后形成的阳光编班方案需报学校教育
主管部门备案，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备
案后方可实施。各地学校在编班前，
要主动公开新生阳光编班方案。各地
各校在编班过程中，学校应邀请家长
代表全程参与现场监督。

江西赣州实行义务教育学校阳光编班
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现场监督

向为梦想拼搏的运动健儿致敬
【评论·时评】

➡➡➡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