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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品牌进一步做优做强
➡➡➡ 详见第二版

本报记者 张赟芳 魏海政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山东泰安高
新区凤凰小学的学生们走进高新区一中，
他们好奇地四处张望着，感受着初中校园
文化氛围。初一学生代表许家豪坐在学弟
学妹们中间，分享了自己初中生活的变化
和心得体会。

在山东泰安，学段衔接已经嵌入校园
生活的点点滴滴。这背后蕴含着“高初小
一体化协同育人，培养兼具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高素质人才”的深远用意。如何做
好学段衔接？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进
了泰安。

衔接什么：
培养学生自己走、自己跑的能力

今年7月，正值暑假，刚刚初中毕业
的李元哲却陷入了焦虑。“高中英语教材
词汇量翻了一倍，文章也变得更长更
难。”李元哲非常担心高中学习跟不上，
让父母和老师失望。

在泰安市教科院副院长张尊国看来，
这样的烦恼源于学段衔接出了问题。“学
生成长是连续的，孩子们不是一下子长大
的。但学段是跳跃的，学段之间的差异会
让一些学生无所适从，产生悲观的情
绪。”张尊国说。

建立一个“学链”，连接升学两端就
显得很有必要。那么，“学链”的连接点
在哪？

张尊国表示，“学链”连接的是断层
面。断层面就是不同学段在课标要求上的
差异。比如“二氧化碳使澄清石灰水变浑
浊”这一现象，小学科学要求引导学生养
成善于观察的习惯，初中化学要求引导学
生推测二氧化碳的性质，小初阶段对同一
学习主题的不同要求就是一个断层面。

为了让“学链”连接起来，泰安市教
科院牵头设计，开展了“研究共同体创建
行动”“骨干教师培养行动”“教研一体化
推进行动”“核心素养筑基行动”“教学衔
接创新行动”五大行动，分别指向协同育
人网络、教师队伍、教研机制、教材体
系、课堂教学五方面。涵盖学校、教师、
教材、课堂四方面的高初小一体化协同育人体系就这样建
立起来了。

早在2022年，泰安刚提出学段衔接工作方案时，很多
学生和家长存在疑虑——学段衔接和提前补课有什么区
别？是不是超前学习？

对此，泰安市岱岳区开元中学校长王玉斌解释道，学
段衔接不是让学生提前学习下一阶段的知识，而是发掘学
生升学欠缺的思维能力、学习习惯，加以针对性的训练。
换言之，学段衔接的是能力，而不是知识。

王玉斌提到，低年级是直观思维，高年级是向抽象思
维转变。对一首诗歌，初中只需要学生能体会、共情，理

解诗歌主旨即可。高中就要掌握鉴赏方
法，并熟练地分析出诗歌的主旨，这就
上升到理性层面。初中阶段给学生讲诗
歌鉴赏方法，让他们学习不属于本阶段
的知识，这是超前学习，但是如果在初
中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就能够为他们
的高中学习打基础，实现正确的学段衔
接。

“小学抱着走，初中领着走，高中自
己跑。我们要做的是培养学生自己走、
自己跑的能力。”王玉斌说。

高初小一体化是否和招生考试挂
钩，这是家长的又一担心。王玉斌表
示，高初小一体化协同育人着眼的是培
养能力素养，而不是应试，其影响是长
远的、深层次的，能够指向学生长期发
展。

谁来衔接：
互研互学打造骨干教师队伍

锚定断层面进行衔接，具体教啥？
教师们犯了难。

要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开展衔
接教育，不能让教师们各行其是。为
此，泰安市教科院编制了《高初小衔接
教育教学要求指南》（以下简称 《指
南》），准确定位教材、教学方法、心理
等方面的断层面，覆盖高初小三个学
段。各个共同体和学科联盟基于教科院
编写的指南，再结合本校教情学情，编
写自己的指南。

开元中学语文教师张义艳对此深有体
会，有了教科院的《指南》，断层面已经确定
好了，编写本校指南就轻松了许多，只需要
结合本校教情学情，优化教学设计。

教材有了，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
接下来摆在教师面前的是另一个“拦路
虎”——怎样教。衔接教育刚开展的时
候，很多教师都担心“种了衔接田，荒
了自留地”。如何让衔接教学不影响日常
教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手把手教
会教师怎么教。

基于此，教研体系应运而生。2023
年2月，泰安市高初衔接教育研究中心正
式成立，并组织县市区和市直学校成立

衔接教学研究共同体。共同体内每个成员校都是一个“教
研驿站”，成员校轮流举办教研活动。

今年1月，面向全市高初学校遴选第一批482名衔接
教育“研究型”骨干教师。6月，遴选第二批794名衔接
教育“研究型”骨干教师。对两批次共1276名衔接教育

“研究型”骨干教师实行为期一年的周期性培养工作。
如今，在教研共同体的辐射带动下，在骨干教师的引

领下，一所高中带动周边区域的3—5所初中，一所初中
联合带动区域范围内具有生源关系的3—5所小学的教研
体系已经形成，为教师们搭建起了开展衔接教育的“脚
手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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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融合”“三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教育强国建设 高校党建何为·笔谈

本报南京 12 月 13 日讯 （记者
阿妮尔）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上午10：01，凄
厉的防空警报响彻南京上空，汽车鸣
笛，行人驻足，全城默哀。连日来，
南京师生以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
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遥寄
哀思，祈愿和平。

国家公祭仪式上，南京市中华中
学的87名学生诵读《和平宣言》。“我
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
历史，更加明白和平的来之不易。作为
青年学生，我们要更加努力，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朗诵队队员、中华中学
学生高语杉说，向全世界发出和平祈
愿，是每个南京学子的使命担当。

今天上午，2024“学历史、诵和

平、共朗读——网络云班会”在南京市
金陵小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
所小学和多所国际友好学校通过“云
课堂”同步参与。不久前，南京青少年
发出“说出你的和平心愿，一起来当和
平志愿者”倡议书，各地学子积极响
应，在线传颂“让和平的阳光照耀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的和平之声。下午，“勿
忘国耻 圆梦中华——百城共上一堂
课”国家公祭公开课在南京主课堂开
讲，中学教师、历史学者、幸存者后人
等共上思政大课，引导学生共同捍卫
不容否认的真相，守护不能忘却的记
忆，传递对和平的祈愿。

南京大学156名师生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国家
公祭仪式，他们倡议全校学生牢记国

家公祭仪式上的和平钟声，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
量。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不
久前开展“南京大屠杀默行·公祭”
活动，360名学生分三路步行走过13
处遇难同胞丛葬地，直面惨痛历史，
奋发报国之志。南京晓庄学院开展
2024“紫金草行动”，通过家史征
集、丛葬地寻访、系列公开课等，讲
述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故事。

连日来，围绕国家公祭主题的宣
讲活动走进多所学校。“讲座让我了
解了很多法律知识，也让我牢记要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勿忘国耻、振兴
中华。”听过《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
条例》宣讲后，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
学学生王梓端木说。

南京师生在国家公祭日前后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铭 记 历 史 矢 志 复 兴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当日是第十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日前，
浙江发布“浙教助企”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7年，推动高校服务企业3
万家次以上，高校专利成果向企业转
化1万项以上，每年职业教育培训
200万人次以上，在服务企业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社科咨商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助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计划，浙江将推动高校与行
业龙头企业、产业链“链主”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小企业
开展战略合作，每年联合申报一批研
发计划项目。按照一个牵头学科服务
一个主要产业模式，支持高校与地方
共建一批实体研究院。会同经信、科
技等部门联合搭建科创平台，鼓励依
托高校的国家和省部级科创平台在企
业设立分中心，建设一批省级大学科
技园，构建环大学科创圈产业带。

高校按照“先免费试用、后付费

转化”方式把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
使用，探索推动限时转化，对满两年
且无正当理由未实施转化的应用技术
类科技成果，纳入“先用后转”实施
清单。分阶段实施高校存量专利盘活
行动，筛选一批高价值专利进行推广
转化。实施校院企高层次人才“互聘
共享”计划，聘请企业顶尖人才、高
级工程师担任高校兼职教授，鼓励高
校教授、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等担
任“科技副总”“企业技术导师”。

在人才培养方面，浙江将常态
化建立产业发展紧缺急需学科专业
目录指引，构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
机制，逐步提升理工农医类人才培
养比例。

浙江开展“浙教助企”行动
科技成果可“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

本报讯 （记者 林焕新） 当地时
间12月12日至13日，2024世界慕
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在英国伦敦玛丽女
王大学举办。本次大会以“智能时代
下的未来高等教育重构”为主题，首
次提出全球高等教育进入“智慧教育
元年”概念，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数
字化发展报告（2024）》《世界高等
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2024）》，首
次发布智慧教育典型应用场景，举办
教育数字化前沿成果展，展示各国教
育数字化最新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尼
尼，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英国教
育部国务大臣雅基·史密斯等在大会
主会议致辞。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
（2024）》历时半年编写，由来自全
球30家高校、业界、国际组织及政
府部门的近100位专家学者共同参
与，汇聚了16个国家、地区、国际
组织的95个案例，汇集全球经验和
智慧。发展报告分为“全新的起点：
开创智慧教育元年”“我们的应对：

开辟智慧教育新路径”“共同的使
命：开启‘智慧教育之门’”三个章
节，提出人工智能加快开启教育发展
的新纪元——智慧教育元年。报告中
倡议发起“智慧教育之门计划”，充
分激活人工智能的巨大潜能，构建更
有韧性、更可持续的高等教育生态，
推动科技向善，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教育未来。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
数”由数字化育人、数字化办学、数
字化管理、数字化保障4个一级指标
构成，涵盖10个二级指标和17个具
体测量指标，涵盖94个国家教育数
字化发展数据，多维分析其发展态
势，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
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决策参考。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计算生物教
学——以猴痘病毒为例”智慧教育典
型应用场景，由中国、英国、奥地利
等4个国家的13个团队联袂打造，
展示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仿真
等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典型应用，
构建“师—生—机”三元教学新场

景，勾勒出未来课堂的蓝图。
现场的教育数字化前沿成果展，

集中展示了国内外高校在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教学方面的创新案例、新成
果、新应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伦敦玛
丽女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
17所国内外高校以及8家人工智能
头部企业的25个项目参展，展示人
工智能技术赋能教师教学、学生学习
及虚拟仿真实验等方面的前沿技术和
巨大潜力。

大会期间，还围绕大学形态的重
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专业能力与数
字素养、实践本位的教学新范式等共
同关注的问题，举办四场主题会议，共
同探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

会上宣布，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
学、约旦Edraak平台作为新成员加
入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

来自全球28个国家，135家高
校、在线教育平台、国际组织、政府
机构的340位代表参加会议。

以“智能时代下的未来高等教育重构”为主题

2024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举办

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

“‘云端美课’不但形式新颖，而且
画面精美、内容丰富。”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荔园小学（荔园教育集团）百花
校区学生姚星辰很喜欢上“云端美
课”，她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美术知识。

为让艺术浸润更多师生，助推深
圳建设“美育之城”，近年来，深圳
市创新推出“云端美课”视频课程。
多位美育名师带领孩子们“云游”天
空美术馆。孩子们得以近距离欣赏梵
高等艺术大师的杰作，聆听作品背后
的故事。

“现在美术馆很多，但经常走进
美术馆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却没有相应
地增多。我们希望提高广大师生的审
美情趣、人文素养，并带动更多人接
触、品味艺术。”深圳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秀

玉表示，为让艺术更触手可及，深圳
市教育局，福田区委、区政府，福田
区教育局等单位携手天空美术馆，共
同打造了“云端美课”。

在传统美术课上，教师经常通过图
片展示和口头讲解向学生介绍名作，学
生的参与感不强，部分寓意深奥的艺术
作品更让不少学生难以提起兴趣。

“云端美课”直面这些问题，充分
利用虚拟现实、视频、动画等技术和数
字媒介，通过高质量的画面呈现，努力
打破时空限制，帮助学生近距离观察
艺术作品的细节。同时，“云端美课”项
目组邀请美术馆解说员、名师等，用心
撰写文案，将复杂的艺术概念变得通
俗易懂，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云端美课”丰富的教学资源、
高质量的画面制作，以及生动有趣的
讲解，让福田区外国语学校（福保校
区）学生张洋搏仿佛穿越到名画的创

作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画家创作时
的心情和想法。这种沉浸式的观看体
验，让艺术作品蕴藏的故事和情感变
得鲜活起来，也让张洋搏对艺术的理
解更加深刻。

此外，深圳精心策划、用心组
织，提升“云端美课”的专业性和吸
引力。由美育专家精心挑选每一幅入
选“云端美课”的画作，并根据画作
背后的教育内涵提炼每节课的主题。
多位名校长、美术馆长、名教师担任

“云端美课”主讲人，为孩子们讲解
作品的背景、绘画技巧等，引导他们
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作品，实现情
感的共鸣。

“当前在部分学校，美育偏重强调
技能技巧，对学生的心灵感受不够重
视。”在深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看
来，美育并非单纯的技法学习，更要通
过触达心灵的教育，帮助学生构建丰
盈的精神世界。因此，深圳将“云端美
课”作为学校日常美育课程的有益补
充，引领学生感受艺术的丰富内涵。

广东深圳打造沉浸式美育新体验

建“美育之城”上“云端美课”
数字教育 引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