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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华西中学校园里的
银杏开始抽出嫩芽。每一棵银杏的
树干上，都挂着雌株或雄株的标
识。

“银杏树怎么分雌雄呢？”这是
华西中学高三（1）班学生刘禛宇
曾经的疑问。2024年，学校开展

“华西天问”征集活动，鼓励学生

提问而不用回答，刘禛宇看着窗外
的银杏树，写下了这个问题。

让她没想到的是，学校生物组
教师围绕这个问题，带着学生们做
实验，从是否结果、叶子刻痕深浅
等方面出发，分辨校园内每一棵银
杏的雌雄。

除了银杏外，华西中学的墨

池、微农场和果园等，也常成为学
生的实验对象。

针对实验资源缺乏的共性问
题，华西中学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
时，从校园一草一木中挖掘实验资
源，打造全域实验场景，让学生时
时处处都能开展科学探究。

观察光合作用时，学生们利用

墨池中的水草收集氧气；发现自然
死亡的小鸟后，师生将其制作成生
物标本；果园的柑橘成熟了，成为
酿制果酒的原料……

2024年，华西中学启动科学
教育“72228”工程，升级打造7
个果园、2个中心（创新中心和阅
读中心）、2间特色实验室（人工智
能实验室和数字实验室）、2个长廊
（微科技长廊和科学文化长廊），规
划建设8处科技景观，优化实验教
学氛围和条件。

实验资源从哪儿来 打造全域实验场景1

这学期刚开学时，华西中学化
学实验员陈燕和不少学生一样，直
奔降解实验装置，查看放置其中的
塑料盒有无变化。

广告中宣传的可降解塑料真
的可降解吗？带着这个疑问，
2025年 1月，华西中学化学教研

组牵头，带着学生一起设计了降
解实验：收集一次性塑料盒，模
拟测试其在自然条件下的降解效
果。“我们希望学生通过这个实
验，学会质疑，并能够动手去验
证。”陈燕说。

如何源源不断开发实验项目？

华西中学也有自己的秘诀：鼓励全
科教师参与创新实验。

立足校园，华西中学各学科教
研组和社团从教材向外拓展，开发
了一系列实验项目：数学组邀请学
生测量校园广场大榕树的高度；音
乐组利用瓷砖、可乐瓶等废旧材

料，开发出几十种自制乐器；天文
社在校园架起望远镜，让学生观测
太阳黑子；历史组带着学生收集资
料，并手工制作“文物”……

“实验的核心是一种尝试和改
变。”华西中学党委书记文波认
为，无论哪个学科，都可以运用实
验的精神和方法，对原有教学方式
进行优化，最终目的是取得更好的
育人效果。

实验项目如何开发 鼓励全科教师参与2

文波认为，未来学生最重要的
能力一定不是刷题，而是创新，创
新需要先“有心”，“真正聚焦学生
核心素养时，一切都是顺势而为”。

华西中学要求师生完成教材上
的演示实验，并运用智慧教育实验
教学平台进行跟踪，确保每名学生

具备基本的实验素养；在设计校本
拓展实验时，聚焦学生的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和解决社会生活实
际问题的能力。

生物课上讲到的生态系统及其
稳定性，引发不少学生好奇。对
此，师生就地取材，打造出“墨池

Ⅱ号”生态缸，展示小型自然界长
时间封闭运转下的变化。“墨池Ⅱ
号”从2024年4月设置以来，一直
运转至今。

在这样的氛围下，越来越多学
生主动思考探究。华西中学高三
（7）班学生张嘉成开展晶体制备、

氢氧燃料电池制作、利用铝热反应
焊接钢板等各类实验，已经有3年
多的经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他还在家中搭建起简易实验室，目
前有10余个培养皿。

“马上要毕业了，这几个月想
利用课余时间，做出更多硫酸铜大
晶体，送给同学和老师。”未来，
张嘉成期待探究更加丰富奇妙的科
学世界。

创新实验“新”在哪儿 激发学生主动探究3

四川成都华西中学打造全域实验场景，鼓励师生探究科学问题——

一所中学如何破题科学教育

本报记者 葛仁鑫

机器狗身披狮被，灵巧地做出
舞狮动作；无人机编队飞过，拖曳
出绚丽彩烟……近日，在四川省成
都华西中学，一场精彩的科技表演
引起阵阵欢呼。

近年来，华西中学秉持“校园
就是实验室”理念，探索“全域场
景+实验推动”的科学教育新模
式，给出了一所中学如何在科学教
育中破题的答案。

本报讯 （记者 冀晓萍 张雅
馨） 日前，教育部在湖北省武汉市
召开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进
会暨2025年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工作
部署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
划纲要 （2024—2035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部署新时代高水平
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工作。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教师队
伍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极端重要
性，系统总结弘扬践行教育家精
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宝贵经
验，深入分析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
相互交织对教师队伍支撑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发展的新要求，学龄人口
波动变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对教师
资源均衡配置的新挑战，教育高质
量发展对进一步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和教书育人能力、进一步优化教师
治理体系的新需求，担负起教师队

伍建设的新使命。
会议要求，要强化政治站位，

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新时代高
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确
保三年行动计划开好局、起好步。
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筑牢立德
树人根基，引导广大教师践行共同
价值，促进自律自强。要强化教师
素质能力提升，夯实教书育人根
本，为提升教育综合实力奠定坚实
基础。要强化教师管理改革和资源
优化配置，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治理
能力、管理效力、创新活力。要强
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提升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

会上，湖北省、上海市、浙江
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厦门市等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作交流发
言。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
同志、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负责同
志、部属各高等学校负责同志、教
育部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
参会。

教育部召开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进会
暨2025 年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工作部署会

新华社记者 白涌泉 王莹

还未到6点，60多岁的大连市民
王红军就早早起床，为外孙子准备早
饭，把他送到学校后，王红军匆忙坐
上公交，赶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老
年大学。早上8点半，换上太极服的
王红军走进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学练
杨式24式简化太极拳。

进入3月，各地老年大学迎来开
学季。与小朋友们一样，花甲“读书
郎”也忙碌了起来。

步入沙河口区星海老年大学，教
学楼里传来的歌声、朗诵声、器乐
声，声声入耳。走进教学楼，记者看
到楼道地面进行了防滑处理等适老化
改造，墙上加装了无障碍扶手。在一
楼的声乐教室，28位老人正在老师的
带领下，训练气息音准和咬字归韵。

人气旺——这是记者连日来走访
多所老年大学时的最大感受。“2025
年春季学期的班级已达到104个，从
周一至周六，所有教室都排得满满当
当。”沙河口区星海老年大学校长王
征说。

辽宁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省
份。来自辽宁省民政厅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底，沈阳、大连、抚顺
等多个地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均超
过30%。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
出台多项政策举措，不断加大老年精
神文化需求供给，满足老年群体日益
增长的教育和精神文化需求。

采取公办民营办学方式的沙河口
区星海老年大学，就是辽宁省近年来
着力提升老年教育品质的一项有益探
索。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这所老年大
学2016年开课以来，已累计培养学

员过万人次。“政府免费提供场地，
降低老年大学运营成本，学校自费采
购大量乐器等教学用具，课程类别非
常丰富，教师团队也很专业。”沙河
口区民政局局长李辉说。

走进沈阳老年大学舞蹈教室，20
余位学员在优美的音乐中排练舞蹈
《灯火里的中国》。只看背影，记者很
难想象这些体态轻盈的学员竟大多是
近70岁的老年人。“我们热爱舞蹈，
跳舞能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好，我们
班里有同学已经坚持了10年。”沈阳
老年大学舞蹈课教师曹琴说。

“办好老年大学是时代所需。”沈
阳老年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滕宇说，从
近年来老年大学的发展看，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他们渴望
寻找群体和组织，满足自身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为缓解
老年教育的供需矛盾，各地也在探索
开办“新老年大学”。例如，将老年
大学下沉至社区，让老年人走出“家
门”即可步入“校门”。“引入更多社
会力量，丰富老年教育供给是更好满
足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
径。”沈阳市于洪区民政局局长隋冬
霞说。

“父母退休后，他们愿意去老年
大学‘上学’，我感到既惊讶又开
心。在家门口就近上老年大学，他们
可以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多参加集
体活动也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在北京工作的沈阳人刘红鹏说。

“新银发潮”滚滚来袭，丰富老
年人生活，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
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成的老年教育
备受关注。“在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
加的背景下，‘一座难求’‘课程秒
光’乃至‘老年人不想毕业’的现
象，既清晰地反映着‘银发族’对于
精神文化生活的巨大需求，也折射出
行业发展的深层潜力。”沈阳市民政
局老龄工作处处长赵睿说。

新华社沈阳3月21日电

花 甲“ 读 书 郎 ”
——辽宁“银发”开学季扫描

华西中学师生在组装机器人。学校供图

（上接第一版）
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突出

系统思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
业发展。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
的集中交汇点，要善用系统性思维，
从整体上把握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牵
好 教 育 评 价 体 系 改 革 这 一 “ 牛 鼻
子”，为高校特色发展、教师潜心教
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要突出重点，
锚定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加强基础学
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
人才培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
环。

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注
重加强科学设计，分类推进高校改
革 发 展 。 要 试 点 先 行 ， 按 照 研 究

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
位 ， 区 分 综 合 性 、 特 色 化 基 本 方
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开展
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在
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
特色，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
育体系。在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的深化期，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
展，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

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着力
提升创新效能，不断激发人才创造活
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聚

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问
题、新挑战，各地各校进行了许多有
益探索，如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项
目，加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
快“双一流”建设，有序增加优质本
科教育供给，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
目录；健全和改革评价机制，给青年
科技人才更多关心关爱，等等。我们
乐于见到更多抓住问题本质的好做
法，以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让创
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持续

深化开放意识，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
响力。改革，既要扎根中国大地，也
要面向世界舞台。打造“留学中国”
品牌，加强留学生服务与管理，提升
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找准国际
交流合作的切入点，进一步推进高等
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化办
学水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
教育中心，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

使命如磐，重任在肩。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事关人才培养质量，事关科
技创新效能，事关教育强国建设和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高校要以“敢为人
先”的胆魄和“爬坡过坎”的韧劲，
持续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书写无
愧于时代的教育新篇章。

3月21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一家自来水厂的工作人员给姜堰区康华小
学的学生讲解水质处理流程。3月22日世界水日前夕，各地举行丰富多样的主
题活动，增强人们的节水护水意识。 新华社发

本 报 北 京 3 月 21 日 讯 （记 者
焦以璇）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大学
获悉，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将于
今年秋季学期全面正式投用，28个
教学单位将正式进驻，通州校区将
迎来2025级硕士研究生新生。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
未来将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主校
区。通州校区建设始终坚持“世界
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

定位”，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北
京最美、独具风格、人大气派”的
新时代示范校园，自2024年9月先
期投用以来始终保持平稳高效运
行，各项功能逐步完善。中国人民
大学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运行保障、人才培养、管理服
务等各项机制，为师生提供更加优
质、更加温馨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今秋正式投用
未来将成为主校区

（上接第一版）
吉林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做好冰

雪师资人才的培养、培训、引进工
作。通过实施体育人才延揽计划，
长春新区招录8名省级退役运动员及
23名体育专项人员补充到体育教师
队伍，通过对全区369名体育教师
开展冰雪、足篮排、游泳等项目分
类培训，保障“活力操场”建设引
领有示范、推进有力量。“今年全省
将加大冰雪体育师资培训力度，计
划培训体育师资3442人。”吉林省
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强化冰雪专业人才
支撑，主动对接“大冰雪”产业发
展多元化需求，树立“大冰雪”教
育理念，吉林省支持东北师范大
学、北华大学、吉林体育学院、吉
林外国语大学、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等高校建优建强冰雪学院及相关学
科专业，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超
常规布局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冰
雪运动、冰雪营销等相关领域急需

紧缺专业，打造一批优势特色学科
专业集群，体系化培养冰雪运动员
与教练员、冰雪装备研发与制造、
冰雪品牌营销与推广、冰雪旅游策
划与管理、冰雪文创、国际冰雪旅
游等岗位人才。东北师范大学、北
华大学、吉林体育学院等分别建有
独立的冰雪学院，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体育学院、北华大学开设“冰
雪运动”本科专业点，共19所高校
开设冰雪产业相关本科专业点44个。

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喜欢冰雪运
动、参与冰雪运动，吉林省通过搭
建校园冰雪运动竞技与交流平台，
吸引更多学生到吉林感受北国冰雪
的魅力。今年，预计将有8000余名
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和2万余名家长
共同到吉林参赛、观赛、旅游。

“我们将持续组织开展好‘百万
青少年上冰雪’行动，让更多孩子享
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健康与欢乐，形成
吉林学生人人爱冰雪、人人会冰雪的
生动局面。”吉林省教育厅负责人说。

校园冰雪运动打造育人新引擎

打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攻坚战

（上接第一版）
“当前，人工智能正促进高等

教育领域在理念、内容、场景、方
法、评价等方面变革创新，人机协
作、跨界融合、共建共享将成为教
育教学的必然发展。”教育部基础
学科系列“101计划”秘书处负责
人、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傅绥燕

表示，下一步，北京大学将深刻
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新部署、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新要求、
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
遇新挑战，推动“101计划”理念
再深化、质量再提级、范围再拓
展，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夯
实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