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互联黑板、3D 实验模
拟舱、自动评卷分析系统……先
进技术迭代更新，助推着教学设
备、教学方式推陈出新，也驱动
着1800多万专任教师不断学习、
提高数字素养。

日前，教育部发布《教师数
字素养》行业标准，明确教师数
字素养内涵为：适当利用数字技
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
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
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而具有的
意识、能力和责任。如何培养教
师数字素养？各地各校做出了
哪些探索实践？如何缩小城乡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差距？

跨校跨区域跨学段研训跨校跨区域跨学段研训：：
实践导向、面向课堂，依托

真实教学场景进行针对性培训

开学首日，北京市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新校区迎来了第一
批参加线下教研的老师们。

在微课录制室，教师可自助
进行虚拟和实景的精品课录制；
在理化生实验技能测评室、板书
测评室等场地，教师可利用AI技
术助力前瞻性研究型实践；阶梯
教室、多屏互动教室等为全区教
师现场研修、远程讨论提供全新
场地……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新校区作为智慧型教师研修中
心，为老师们提供了深度互动教
研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助力
老师提升数字素养。

“数字技术和老师的关系，
有一个从辅助到融合的变化。”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
认为，“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帮助
教师把培训内容运用到教学实
践中，教研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研员，是“教师的教师”。一
大早，海淀区教研员牛玉玺赶到海
淀进校附属实验小学，为老师们上
了一堂《赵州桥》“示范课”。

“前一天，牛玉玺老师约我
们面对面修改打磨教学设计。
后来，牛老师给我留言，说自己
又有一个教学新想法，打算亲自
上一节课。”参与学习的教师杜
春焕说，一堂好课的背后是为期
20多天的“一体化联合教研”，先

后经历了 5 次跨校联研、10 次专
家指导。

“一体化联合教研”是海淀
教研转型的新样态，依托教研员
专业指导，综合运用协同编辑文
档、线上问卷、电子白板等智慧
工具，实现线上分组学习、同屏
书写、分析数据，跨校跨区域跨
学段共享优质资源，助力普通校
教师集群式成长。

““测—评—培测—评—培””机制机制：：
以评促学、以评促用、以评

促优，提升全体教师数字素养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
育学部副教授石映辉的一天排
得满满当当——先坐飞机飞往
宁夏，改乘大巴跨过黄河，沿着
熟悉的路线一路奔向西北。下
午 3 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
宁夏银川市第十五中学，这是他
未来10天工作的地方。近年来，
这趟长达约1400公里、耗时七八
个小时的行程，石映辉几乎每个
月都要重复一次。

2018 年起，宁夏先后获批成
为国家首个“互联网+教育”示
范省（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
教育特色实验基地等。在此背
景下，华中师范大学和银川十五
中携手共建“互联网+教育”标
杆校项目，石映辉由此成为驻校
指导专家。

随时推门，先听后评，从如
何更好地使用白板、云平台等
数字化教学资源，到进一步提
升师生互动效率、以更好利用
数 字 技 术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兴 趣
等，石映辉为老师们一对一辅
导。“一年下来，我要听 160 多节
课。”石映辉说。

“以评促学，以评促用，以评
促优。”宁夏教育信息化管理中
心主任王骋介绍，依托测评结
果，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信
息素养靶向培训，构建“测—评
—培”机制，实现全体教师数字
素养和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11++11””双学堂双学堂：：
建立教研共同体，缩小城乡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差距

打开地图软件，点击搜索

“城墙村小学”，没有定位结果。
34 岁的李广利，是这所“搜

不到”的村小中唯一的音乐老
师。学校一共 4 个年级，26 名学
生，遇上合唱课、器乐课，就会把
大家安排在同一间教室上课。

跨越数字鸿沟，是推进教育
数字化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
我国中小学（含教学点）已全部
接入互联网，超过 3/4 的学校实
现无线网络覆盖。数字化基础
条件明显改善的同时，如何缩小
城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差
距，是农村学校面临的挑战。

城墙村小学，是吉林省通
化县大泉源满族朝鲜族乡大川
学校下辖的村小，距离中心校
大约 20 公里。“村小老师少，网
络录播教室使用频率不高，直
通村小的专递课堂和远程协同
教 研 随 意 化 和 碎 片 化 较 为 严
重。”大川学校校长王明林说，

“‘1+1’双学堂模式有助于弥补
村小与中心校差距，提高村小
老师数字素养。”

“乡村教师在工作坊中学技
术、晒课件、做教研，采取示范演
练、课堂诊断、微型讲座、专题研
讨等方式实时在线互动。”通化
县教师进修学校师训部主任李
彩霞认为，工作坊帮助乡村教师
建立起学科教研共同体，使乡村
教师教学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城乡教师数字素养差距缩小。

“希望村小老师能获得更多
培训。”在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2.0 的相关培训中，李广
利学会了使用音乐剪辑软件，接
下来他还想继续学习使用视频
软件、学情分析软件等技能。

教师数字素养是推动教育
数字转型的关键软实力，是构
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支撑。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要
聚焦教育数字化变革中教师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升教师数
字素养，使教师在数字时代、智
能时代的教育教学中有更好的
适应性和创新性，促进教学升
级和教育整体变革，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

（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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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国家未
来，在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
近年来，陕西省旬阳市教体科技局
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不走过场、注
重实效，用好教育资源，从“小处”
着手，于无声处润物，潜移默化中
浸润学生心灵，走出一条法治教育
的有效路径。

“课堂阵地”抓渗透

一位老师在教学“三角形面积
计算”时，这样引入：（师先出示一
条红领巾）问：“同学们，你们看红
领巾的形状是什么？红领巾代表
什么？”师生交流后使学生明白：红
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
要向革命先烈学习，继承革命先烈
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这是旬阳市课堂教学的一个
缩影，每一学科，每一节课，老师们
都能以课程、课堂、教材为载体，充
分挖掘学科课程蕴涵的法治教育
资源，把普法、依法治理融入各学
科课程的育人目标中，积极探索在
各科教学中渗透法治教育的新路
子。在品德课渗透《宪法》《环境保
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语文教学利用文
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典型事件
向学生进行公平正义、违法责任等
方面的教育；历史教学关注法治发
展史的教育；生物教学对学生进行
保护环境、热爱生命、尊重人权的
教育；体育教学对学生进行遵守规
则、崇尚公正的教育，积极发挥课
堂教学法治教育主阵地作用。

“法治活动”促实效

2022年秋季开学，城关二小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领巾法学
院模拟法庭活动。孩子们在法庭
审判员的指导下扮演法官、检察
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
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
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故意伤害案
件。通过分析和研究案例，模拟案
件的处理，解释法庭规定，掌握案
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解熟悉法
学理论等，让参与的学生进一步了
解法庭审判程序，增强了他们依法
办事的知识和能力，提高了依法维
权意识，有效杜绝不良行为。扮演
者精彩的表现赢得审判员的点赞，
旁听的学生们也深受感染。

据悉，旬阳市教育部门为充分
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熏陶、教化
作用，要求学校利用每学期开学第
一周，组织开展“举行一次升国旗
仪式、举办一场法治报告会、开一
堂法治主题班会、进行一次模拟法
庭活动、办一份法治宣传页、演一
场法治小节目、参观一次法治教育
基地、进行一次校园周边环境专项
治理”法治宣传“八个一”活动，促

进法治理念入脑入心。每年“12·
4”前后，组织各校开展“法治宣传
日”“法治宣传周”“法治宣传月”主
题宣传活动，形成主题活动制度
化、系列化、长效化。

“网络平台”丰载体

2022 年 第 七 届 陕 西 省 学 生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开始后，旬
阳市城关二小五年级一班学生吉
铭洋同学早早就开始行动了，他
第一个在网上注册报了名，每天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登录普
法网“宪法小卫士”，学习和答题
30 分钟，雷打不动。不到一个月
时间，竟然把所有小学阶段六个
年级的宪法知识讲座视频学习和
练习题都完成了，还请他的爸爸
找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全文，有板有眼地读了起
来。辛勤的付出结出丰硕成果，
该生在 2022 年陕西省组织开展的
青少年学生宪法法治知识竞赛中
获得省级小学组第一名，同时代
表陕西省参加全国宪法法治知识
竞赛，获得团体优秀奖。

吉铭洋同学的案例只是该市
法治教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旬
阳市用好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

网，积极组织参与“学宪法·讲宪
法”“教师宪法课堂专栏”学习、“宪
法小卫士”竞赛活动，覆盖全市中
小学，师生参与率高达92%。用好
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
平台，积极组织参与全国青少年禁
毒知识竞赛活动，学校、学生活跃
指数均达 98%以上。通过网络平
台拓展使用，激发了学习兴趣，开
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学生素质。

“法治校长”强基础

“接过法治副校长聘书的这一
刻，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在
今后的履职中，我要下沉包联学
校，与师生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对
法律问题的关注点、疑惑点和校园
安全存在的问题，释疑解惑，并结
合办案向学校提出进一步完善校
园安全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履
行好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

传、开展法治教育，以及协助开展
保护学生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参与安全管理、指导依法治理
等职责，为旬阳法治校园建设保驾
护航”，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王成军
在被聘为旬阳中学、旬阳城关一中
法治副校长时说。

旬阳市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工作与法治进校园相结合，进一步
健全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逐校聘
请法治副校长，以法治教育全覆盖
为目标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
预防性侵害为重点开展学生自护
教育，以提高法治意识为目标推动
法治实践活动，以保障学生安全为
目标落实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以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为目
标开展依法治校调研，深化全市中
小学法治校园建设，全面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旬阳市城关二小红领巾法学院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旬阳市城关二小红领巾法学院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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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中开辟菜地分配给老师
们种植，成了四十五小学尝试的一
个方向。为了发挥带头作用，副校
长闫颖自己尝试了种麦子，但因缺
乏实践经验导致种的麦子很难存
活。闫颖没有气馁，而是向有种地
经验的学生家长“取经”，这才知道
撒籽播种时要保持一定的间隙。
她也借这件事教育学生要正视自
己的短板，学会借助他人的力量，
将劳动课上成了思政课。种麦子
的经历让闫颖意识到，学校的劳动

教育要适当借助家长力量，依靠
“家校共育”上好劳动课。

一次次的尝试让四十五小学逐
渐认识到，劳动教育的内涵并不是
简单的种菜、种庄稼，建构系统化
的校本课程，用劳动课程支撑劳动
教育才是根本。2022 年 4 月，教育
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并发
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劳动课独立成为中小学
一门国家必修课程，劳动课程的开
展有了更为明确的实施方向和具

体路径，这也为四十五小学校本课
程的建构指明了方向。学校借助
第三方机构的力量，选派10名青年
教师全程参与研发，花费 7 个月的
时间研制出了《“朴·源”劳动校本
课程纲要》，建构出了四十五小学

“朴·源”劳动课程体系，确定了
“3456”的课程结构以及“人人会劳
动、人人爱劳动、人人享劳动”的课
程理念。

有了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做指
导，农耕文化博物馆也得以“动”起

来、“活”起来、“用”起来。四十五小
学把博物馆的资源开发、作用发挥
等纳入“朴·源”劳动课程体系建设
中，把博物馆陈列的农耕工具用图
文并茂的方式在校内劳动教育读本
中进行呈现，作为各年级劳动课程
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教学需要，
可以带学生到展馆内进行现场教
学，也可以把部分工具拿到教室进
行教学。“我带学生到博物馆上课的
目的是希望通过‘摸一摸’‘猜一猜’
等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农耕用品的名
称、材质和功能，让他们体会劳动人
民的智慧。”担任一年级劳动选修课
程教学的田颖说，“下节课我将会带
学生走进劳动实践基地，让他们亲
自体会劳动生产。”

“劳动的背后是有文化的，是祖
先智慧的体现，我们希望能让学生
在劳动中传承劳动智慧，发扬文化
自信。”提及劳动课程体系的命名，
闫颖说，所谓“朴”是指“朴素教
育”，“源”是指“中华农耕文化之源
头”——农耕劳动与生活，“这也代
表了我们学校以农耕文化博物馆
作为载体的劳动课程的特色。”

据了解，“3456”课程结构中的
“3”即内容上 3 大类（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全面覆
盖）、路径上 3 合力（家庭、学校、
社 会 协 同 育 人）、时 空 上 3 课 堂
（“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
堂”兼顾统整）；“4”即实施上 4 类
型，包括国家基础课程——以“每
周小技能”课程为主，让学生在国
家规定的劳动课时内系统性学习
劳动小技能，年级选修课程——

以“每日小当家”课程为主，让学
生 每 天 完 成“ 家 务 劳 动 任 务 清
单”，通过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培
养学生的家务劳动意识和生活自
理能力，兴趣社团课程——以“舌
尖上的‘朴·源’”劳动社团为主，
在 4—6 年级中开设，让学生在体
验中了解传统节日和家乡地域美
食文化，学校活动课程——包括
以“‘朴·源’劳动文化节”和“‘朴·
源 ’劳 动 嘉 年 华 ”为 主 的 全 校 活
动，以及以“‘朴·源’劳动技能大
比拼”“‘朴·源’博物馆”为主的年
级活动和以“校园美容师”“一周

‘小管家’”为主的弹性化主题活
动；“5”即 5 育融合，以劳动教育
为龙头，以劳促德、以劳增智、以
劳强体、以劳育美，五育融合，全
面育人；“6”即以实践、体验、创意
物化、社会调查、研究性学习、项
目式探究为主的 6 种学习方式。

在“朴·源”劳动课程体系下，
四十五小学各类劳动课程得以有
条不紊地进行，学生们也有了真
真切切的获得感。“我在‘美味小
厨’社团中学会了做春饼、水果沙
拉等食物，平时爸妈出差的时候
我都自己做饭吃。我很喜欢学校
的劳动课，我还被老师选中在农
耕文化博物馆做讲解员呢。”四年
级（3）班学生郝宣萌说。四年级
（1）班的崔化玺则表示自己在劳
动课上认识了很多农具，锄草能
力也越来越强了，在三年级的时
候还学会了种茄子，上劳动课让
他特别有收获感。

如今，四十五小学劳动课程研

发方面的脚步并未因系统化课程
体系的形成而停歇。“平时我们也
会在课后沟通交流，希望能够结合
教学实际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在
不断实践中改进教学方法，打造最
适合学生的教材、教法，让学生在
体验中爱上劳动课。”参与“朴·源”
课程研发并担任“二十四节气与农
业生产”课程教学的该校教师刘建
昌说。为了让劳动课程“常思常
新”，四十五小学要求教师在每个
学期结束后必须要研发出来一个
系列的案例设计，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全覆盖，并由学校负责审核，结
集成册。“这既是为了彰显老师们
的教学成果，提升老师们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同时也让我们的劳动课
更加有特色，在不断积累中进步。”
闫颖说。

春分节气一过，四十五小学劳
动实践基地“知行园”里，小麦、蒜
苗、生菜等农作物向阳而生。过不
了多久，经过各年级劳动实践课的
作业，园子里剩余已被翻过的地将
被师生们播种下春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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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区第四十五小学劳动教育小记

初春时节，秦岭北麓一派欣欣向荣：田野里的麦苗开始返青，道路旁的柳枝吐出新绿，校
园里的樱花随风摇曳。

3月17日上午，西安高新区第四十五小学（以下简称“四十五小学”）一年级的劳动选修课
正在农耕文化博物馆中进行。“这个展柜里面有两个玻璃制作的物品，像鸟一样，大家猜猜这
是用来干什么的？”“像装水的！”“我觉得是装酒的。”“喝奶的瓶子吧！”……

这节课是四十五小学“朴·源”劳动课程下“博物馆课程”的一个缩影。为了传承弘扬农
耕文化，拓展学校劳动教育阵地，该校从五年前起挖掘周边农村乡土民俗，广泛收集农耕用
品及生活器具，逐步建起了校园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博物馆建立后如何发挥其育人
功能？学校劳动教育怎么开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校本化劳动课程如何体系化构建才
能上出特色？带着这些问题，四十五小学开始了校本化劳动教育的“摸爬滚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