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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遇见繁花”青少儿
舞蹈展演在山东济南举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全
国少儿舞蹈艺术交流学习，为
少儿搭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升综合素质的成长平台，日
前，第五届“遇见繁花”全国青
少儿舞蹈展演在山东省济南市
举办。

据悉，展演活动由美育数
字服务平台主办，目前已在全
国十五个省份同步进行，吸引
了数万名少年儿童参加。

“遇见繁花”展演现场，从
“千里江山图”实景舞台到“蝴
蝶飞舞”实景舞台，利用多维球
面实幕，创造多种唯美舞蹈空
间，使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
结合，用科技赋能美育，让美育
浸润心灵。丰富的舞台为青少
年提供了展现特长风采的机
会，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作出
了贡献。

此外，“遇见繁花”首次启
用线上赛事平台，从报名、签
到、表演、打分到奖项统计，全
程由美育云赛事服务平台赋能
支持，打造推进无纸化办赛新
形态。            （王华宇）

■蔡 军

5 月 25 日，以“数智赋能更
好的教育”为主题的 2024 中关
村“教育+科技”创新周在北京
开幕。活动由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中国教育技术
协会指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政府主办，中关村互联网教育
创新中心承办。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
心总经理赵伟鹏表示，中关村

“教育+科技”创新周至今已连
续举办 10 年，聚焦教育与科技
领域的要素融合，立足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时代需
要，持续服务行业发展，赋能教
育创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于发友表示，针对数字教育
的应用实践，要统筹做好区域

和学校数字教育发展的顶层设
计，大力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
和操作技能，持续提高数字技
术助学助教效能。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
务副会长韩民指出，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教育创新
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给
教育变革提出了诸多新的挑
战。教育不能仅停留在知识与
技能的传授，要更注重学生的

科学素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道德培养。

在主旨演讲中，北京大学
原校长、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林建华指出，立足
人工智能时代，应打开学科、学
习和学校的边界，充分利用社会
的教育资源，让学生在实际体验
中增强学习默会的知识和能力，
实现教育的根本目的。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

究院院长、互联网教育智能技
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黄荣怀表示，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出现可能整体颠覆旧有教
育体系，引发教育不平等、应用
缺失等潜在风险。迈向智能时
代，教育将形成众创共享的知
识观、智联建构的学习观、融通
开放的课程观、人机协同的教
学观。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副
理事长刘益东认为，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需要建立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教育体系，让学习者利用
技术手段向一流的教师和学者
学习，实现从学历教育向能力教
育转变，开启人工智能时代人才
培养与评价的新模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
理论研究所所长姜朝晖表示，
以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要保
护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求知
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理
念、技术、场景等创新提高学校
建设水平，培育与新质生产力
相符的“新质人才”。

据悉，本届创新周会期 9
天，活动形式包括开幕式暨主
旨论坛、平行论坛、教育工作
坊、参观访学、教育创新应用体
验展等，内容涵盖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学校育人模式创新、数
字教育内容建设、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产教
融合发展等话题。

■罗尚鑫

立足于学生终身发展，福
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实验小学近
年来着力开展以“问源”为主题
的语文校本教研，围绕着“源”
字核心，构建“问源”校本教研
体系，其核心是“溯源获智文化
课程”，重点是课堂教学繁衍出
的“读思写练”课程实践活动，
其重心落在“读与写”上，凸显
学科阅读、创意写作的特质，学
校持续深化“递进式”校本深阅
读，推进“四课”（即课堂引领、
课程推进、课后拓展、课标助
力）融合，助力阅读成长。

课堂引领
落实常态化学科阅读课程

课堂是培养核心素养的主
阵地，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
重要抓手。抓实课堂阵地，强推
课堂引领，落实“常态化”的语文
学科阅读课程；有计划地开展阅
读指导课，阅读欣赏课、阅读交
流课、读物推荐课等各种课型，
让学生读中悟法、读中有乐、读
中成趣。通过阅读引领，形成阅
读技能，让阅读走进每一节课
堂，让阅读贯穿于教学活动，既
提升教学质量，又反哺阅读生命
存在，让阅读真正地点亮学生心

中的求知欲。

课程推进
打造“走教式”共读校本课程

阅读质量是决定“深阅读”
课程活力的重要因素。学校根
据师资特点，以“走教教学模
式”的方式推进运行，即在整体
规划的基础上，各位教师自选、
自备主题阅读的具体内容，同
年段教师围绕主题或文本，采
用“1+X”主题（议题）化阅读，在
年段集体备课的基础上，着力深
度 挖 掘“X”主 题 或 精 心 选 择

“X”阅读材料，确定执教内容，
实现“一师引领，众生阅读”的

“走教”形态。不同的教师针对
同一文本，挖掘确定不同的主
题，选择不同的阅读材料，使阅
读更有深度、更有质量，让学生
获得了不同的阅读体验。此外，
学校在阅读结束后，开展阅读之
星评选和阅读成果展示，从阅读
一本书到分享阅读收获、形成阅
读课程的主题化、系列化。

课后拓展
构建联结式个性阅读课程

阅读不仅能获取知识、增
长见识、打开视野，更重要的是
能在阅读中看到诗意和远方，

让学生栖居在阅读的大地上，
滋养情怀，培育品质。学校从
国家课程（语文）、校本课程（经
典阅读）、区域阅读（亲子共读）
三个角度入手，确定全员阅读
的阅读节点，用国家课程的必
读篇目“联结”校本课程的精读
篇目、联结家庭（亲子）的阅读
讨论话题，确保共读内容的延
续性与整体性。充分利用好家
长微信群展示“亲子阅读”，利
用美篇、微信公众号发布学生
阅读情景图片和阅读作品展
示，评选“书香家庭”；利用学校

“阅读舞台”让学生站在舞台中
央，展示阅读魅力；利用学校

“红领巾广播站”宣传“阅读之
星”的阅读故事。课后助力，让
个性化阅读课程成为阅读的不
竭动力源泉。

课标助力
层级进阶“大写作”校本渠道

“问源”校本教研的终极目
标就是践行课标精神，是以“问

（探寻）”的方式，去发现生活之
源、成长之源、生命之源，让学
生如清纯的活水一样自然地栖
息。学校定期开展研学实践体
验，建立以“知源”“思源”“探
源”“践源”“创源”“梦源”等各
个学段主题的“最美‘问源’少

年”班级主题展板，从立德树人
的目标出发，注重以知行合一
标准的评价原则，树立典型，明
确成长方向；建立“诵读”小舞
台、“问源”大展台等平台展示
学生“问源”实践活动成果；以

“梦源”文学社报宣传、报道、展
示学生“探源”成果，以《问源童
行·静待花开》写作集的方式编
写校本教材课程，切实推进“深
阅读·大写作”成果展示、交流、
分享。

近年来，学校“问源”校本
教研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
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
好的教研成果，在教育教学质
量评价改革实践中已形成一定
的影响力。学校语文团队教科
研成果《基于文本原点的言语
重构式“语用”实践研究 》获

“ 三 明 市 教 学 成 果 一 等 奖 ”；
2021 年 7 月获省级教学成果评
选“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一、二年级线上教学“三部曲”

“一主两翼三课四落实”项目式
阅读作业设计被作为先进典型
案例进行推广。

“双减”政策下，面对新形
势、新问题，清流县实验小学将
用新思想、新理念去深化教学
改革、构建高效课堂、打造特色
学校，努力实现教育教学工作
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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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实验小学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实验小学：：

““四课四课””融合赋能学生课内外阅读体验融合赋能学生课内外阅读体验

江西丰城：
产教融合促就业

5月28日，江西省丰城市中等专业

学校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工业机

器人的操作技巧。近年来，丰城市中等

专业学校结合产业发展趋势，以就业需

求为导向，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订单培养”的办学模式，有针对性地

开设特色课程及实训场所，不断优化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提升广大学生的综合

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率，促进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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