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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28 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

开通。作为国家教育公共服务的一个综合集

成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包括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及国家大学生就

业服务平台。

国 家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自 上 线 以 来 ，各 类

优 质 数 字 资 源 供 给 不 断 扩 大 ，浏 览 量 持 续

增加。截至 9 月初，门户和 4 个平台的总浏

览 量 近 40 亿 次 ，总 访 客 量 约 6 亿 人 次 。“ 通

过 优 质 数 字 教 育 资 源 ，打 造 永 远 在 线 的 网

上课堂，为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缩小

数字鸿沟提供有效支撑。”教育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服务自主学习

为教师精准教、学生个
性学提供便利

“以前在家复习的时候，遇到问题我就问

爸妈，但他们有时也讲不清楚。现在直接用

手机扫描书本上的‘云码’，就能看到智慧教

育平台上的老师讲解，学习效率提高不少。”

江苏省徐州市大龙湖中学七年级学生王一

诺说。

王一诺所说的“云码”，是徐州市云龙区

创新运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优质资

源的结果。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线后，云

龙 区 组 织 骨 干 教 师 ，依 据 各 学 科 的 单 元 课

时、知识点等，对优质资源进行统一收集整

理，并将整理后的内容制作生成二维码，上

传至教学云平台，供学生作为学习资源链接

使用。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使用，推动了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开展，为教师精准教、学生

个性学提供了便利。”云龙区教师发展中心科

研部部长蒋斌介绍，目前全区 85%的学生经

常使用云平台进行预习和复习，70%以上的

学 生 认 为 云 平 台 节 省 了 网 上 查 找 资 源 的

时间。

随着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更新升级，优

质教育资源不断汇聚，个性化推送等功能也

日益完善，为服务师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

支撑。

智慧高教平台提供 2.7 万门优质慕课，同

时还提供慕课作业、线上课堂讨论、答疑、考

试等全流程教与学服务。前不久新上线的研

究生教育版块，提供了截至目前规模最大、数

量最多、覆盖类别最全的“中国专业学位案例

库”，包含 4500 个文字案例、视频案例、小微

案例和短视频案例。

智慧职教平台拥有 600 余个国家和省级

专业教学资源库，以“专业”为单位提供完整

的课程和资源，同时增设实训教学、教师专业

培训、研修交流、项目评审等业务应用。“平台

资源的模块化建设，让学校可以直接使用其

中的标准化课程，教师可以自行编辑拓展，组

建适合本校和学生的个性化课程，促进因材

施教，提升了教学效果。”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党委副书记韩先满表示。

关注全面育人

大学生心理健康、走近
冬奥会等课程受欢迎

打开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可以看到“北京

冬奥精神”“心理健康”等相关专题。比如，

“抗击疫情”专题，汇聚了千名师生“云”合唱、

讴歌“最美逆行者”影像记录等一系列优秀作

品；“北京冬奥精神”专题，由徐梦桃、苏翊鸣、

武大靖等冰雪运动员及志愿者、制冰师等共

同讲述，同上一堂“冰雪”思政大课……

“思政课数字化势在必行，我们要通过数

字化的叠加、倍增效应，全面提升思政课质量

和水平。”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宋凌云介

绍，全力开发情理交融的思政“金课”是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的一大特点。平台建设了一支

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鼓励党政干部、科学

家等“触网”讲授思政课。

专题上线也令相关课程受到学习者的欢

迎。数据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走近冬奥

会》《院士带你认识“新冠肺炎”》等课程目前

已进入智慧高教平台十大最热课程行列。前

不久，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二期继续上线大思

政课资源 465 条、体育美育课程 473 门、劳动

教育资源 3500 余条，更加关注全面育人，服

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服务“双减”工作，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开设了课后服务、家庭教育及作业设计等

版块栏目。其中，课后服务版块设置了科普

教育、文化艺术、体育锻炼等 6 个栏目，着力

满 足 学 生 多 样 化 学 习 需 求 、提 高 学 生 综 合

素质。

“课后服务版块的确是一处宝藏。”北京

市陈经纶中学网络信息处主任姚维红说，“比

如‘经典阅读’栏目中，有大量名著电子书可

下载观看，还有电影、纪录片、线上博物馆等

资源，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老师还

可以通过院士专家报告、‘走进科技’、‘漫游

航天馆’等内容，创新设计线上高中的‘科普

社区’、初高中的‘科技项目式学习’、小初的

‘走进科技世界’等系列课程，为提高学生科

学素养提供了有力抓手。”

聚焦就业服务
从岗位搜索、简历投递

到网上签约一站式办理

通过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搜索

“北京”“生物制药”等关键词，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学院硕士毕业生张春娇筛选出若干家相

关招聘单位。经过线上报名、笔试、面试等流

程，张春娇成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学院在官网推送平台链接，还通过微信

公众号、就业主题班会等形式，为我们提供丰

富的就业信息。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心里

就会踏实许多。”张春娇说。此外，大学生就

业服务平台还实现了从岗位搜索、简历投递

到网上签约的一站式办理。

对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而言，平台也带来

了极大便利。“过去依靠学校自身梳理就业信

息，工作量很大，仅核验用人单位资质一项，

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使用国家平台后就方

便多了，做到了一站汇总。”中国农业大学就

业创业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超表示，目前学校

辅导员队伍和就业工作团队注册使用平台已

实现全覆盖。

“平台上线以来，岗位供给能力不断增

强，汇聚了国资委、工信部、民政部、全国工商

联等各方岗位资源，并与各地各高校开展岗

位共享。”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介绍，

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汇聚岗位资源达 1124 万

个，新增岗位资源 744 万个，2022 届毕业生累

计注册 519 万人，新增注册 223 万人。平台主

动向毕业生推送岗位信息 2192 万条次，累计

推送 1.03 亿次。

据介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二期增设了

“服务大厅”，聚焦师生日常办理频繁、需求

旺盛的政务事项，新增三大服务专区。其中

考试服务专区公开高考招生政策，公示特殊

类型考生名单，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普通话水平测试等成

绩查询和证书发放功能；学历学位专区为社

会公众提供国内高等教育学籍查询、学历学

位证书查询、认证等服务；留学服务专区提

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公派留学人员派

出、自费留学人员存档、留学人员回国安置

等服务。

截至9月初，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总浏览量近40亿次，总访客量约6亿人次——

这里有处网课“宝藏”
本报记者 丁雅诵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自上
线以来，各类优质数字资源供
给不断扩大，浏览量持续增
加。截至 9月初，总浏览量近
40 亿次，总访客量约 6 亿人
次。这一集成了中小学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就业服
务资源的国家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正成为人们个性化自主
学习、提升综合素养、获取就
业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促进教
育公平和质量提升、缩小数字
鸿沟提供有效支撑。

核心阅读■大数据观察R

今年 6 月，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迎来了第 100 场演出。从北

到南，跨越四季，从 2021 年首演

开始，《只此青绿》在全国巡演百

余场，几乎场场爆满。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舞蹈演员孟庆

旸（见上图，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

图）担任该剧领舞。《只此青绿》伴

随孟庆旸的成长，也见证了她的

蜕变。

“以舞蹈诗剧
的方式诉说文化
的沉淀和传承”

当《只此青绿》第 100 场演出

的大幕落下，孟庆旸的脑海中闪

过一个个瞬间，两位总导演客串

看展人，谢幕时舞美工作人员从乐池中升起，两名展卷人同时

出场……“与‘青绿’相遇百场，很幸运，也很珍贵。”孟庆旸说，

一次次幕起幕落，主创和观众一起感受文化之美。

《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于北宋画作《千里江山图》，通过

“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7 个篇章，讲述了故

宫博物院青年研究员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穿越”到北宋，以

展卷人的身份和画家王希孟互动的故事。孟庆旸在剧中饰演

“青绿”。不同于一般的舞剧，《只此青绿》中的“青绿”是一个意

象角色。孟庆旸说，写实的角色可以把内心的表达传递到肢

体，向观众直抒胸臆，而意象角色“青绿”的表达更为抽象。通

过两位导演的指导，她和“青绿”一步步接近、相融，也理解了

“青绿”的孤寂和执着。

舞台上的孟庆旸，垂眼凝眸间，清冷美丽，举手投足间，意

蕴悠长。“《只此青绿》以舞蹈诗剧的方式诉说文化的沉淀和传

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眸与致敬。”孟庆旸说，作为年

轻的文艺工作者，她很荣幸以这样的方式致敬、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并带着热忱的心传递给观众。

“‘青绿’赋予我很多能量，这是
文化带来的内心充沛”

《只此青绿》自首场演出就收获好评。2022 年央视虎年春

晚舞台上，“《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选段惊艳亮

相，更是受到各方关注。节目中高难度的“青绿腰”成为网络热

议的话题。《只此青绿》在全国巡演，多地出现一票难求的景象。

《只此青绿》的火爆，也带“火”了孟庆旸。但孟庆旸却说，

出演《只此青绿》后，她的日子慢了下来。

在排练的日子，除了舞蹈训练，她学习、了解宋代文化；在

巡演的日子，她跟着剧团走进一个个城市，认真准备每一场演

出，全力以赴每一次表演。2021 年，她放弃了其他工作，专心

演好“青绿”。她说：“我觉得一切非常值得，我珍惜每一次排

练，珍惜每一次跟角色的相融。”

在孟庆旸看来，“青绿”这个角色让她的心境更平和，也让

她的步履更加稳健有力。“《只此青绿》让我在快节奏的社会中

慢了下来，‘青绿’赋予我很多能量，这是文化带来的内心充

沛。”孟庆旸说。

“舞者之路单调、辛苦，却教会
我坚韧、无惧”

回顾过往，孟庆旸说：“我的学舞经历算是顺畅的。”她 5
岁接触舞蹈，9 岁来到北京进入专业院校学习，16 岁考入北京

舞蹈学院，20 岁进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进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后，孟庆旸很快成为领舞。年轻

的她，有了多次登上春晚舞台的经历。“从 2015 年的春晚节目

《丝路霓裳》、2021 年的《茉莉》到 2022 年的《只此青绿》，春晚

的舞台见证着我的成长。”孟庆旸说。

在 2015 年一次春晚彩排中，孟庆旸受了严重的伤，医生

叮嘱她不要过度运动，不然很难恢复。综合评估自身状况后，

孟庆旸还是选择了坚持。她参加了多次彩排，出色完成了春

晚演出。说起这段经历，孟庆旸云淡风轻地说：“对舞者来说，

伤病在所难免。舞者永远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把伤痛隐藏起来留给自己。”多年的舞蹈生涯，磨炼了孟庆旸

的意志，也留给她宝贵的“财富”——“舞者之路单调、辛苦，却

教会我坚韧、无惧。”

中
国
东
方
演
艺
集
团
舞
蹈
演
员
、《
只
此
青
绿
》
领
舞
孟
庆
旸

—

百
场
﹃
青
绿
﹄
，舞
出
文
化
之
美

本
报
记
者

王

珏

相比初次登上舞台时的紧张，如今的孟庆旸从容、大方。

这份蜕变，不仅来自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还源于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自豪与自信。

《只此青绿》演出百余场，一次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动人魅力，受到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经过文艺工作者

的努力，传统文化焕发青春，不仅“活”了起来，还“火”了起来。

近年来，社会各界不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保护，方式越来越灵活，手法越来越多样。舞蹈诗剧让人惊艳，

一票难求；考古盲盒带玩家“解锁”考古发现，让人惊喜连连；文

化类综艺节目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了更多受众……这

些探索值得借鉴。保护传统文化，也需不断创新求变。如此，传

统文化才能不断“火”出圈，发新芽，永续传承，走入寻常百姓家。

保护传统文化需创新求变

■记者手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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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贵州省黔西市素朴

镇种植的刺梨迎来收获季，农民

忙着采摘、装袋、过秤新鲜刺梨，

供应加工企业和各地市场。

近年来，黔西市素朴镇通

过引进相关企业，大力发展刺

梨产业，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图为 9 月 13 日，村民在素

朴镇百花村将采摘装袋的刺梨

过秤给收购企业。

周训超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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