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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强 阳锡叶 通讯员 王诗蕾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湖南大
学签署《共建化学创新实验室协议》，通过开
放课程、学分认定、实验室共建、师资协同
等创新举措，构建大中学教育有机衔接贯通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湖南师大附中党
委书记谢永红表示，希望通过与湖南大学等
高校的携手合作，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提供保障。此前，湖南师大附中已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共建创新实验
室，拓展学生成长空间。

“这种‘前置培养’模式打破了学段壁
垒。”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双
印认为，通过课程衔接、资源共享，让对
化学有兴趣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就能接触学
科前沿，高校则能更早发现和培育拔尖苗
子。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
机制。近年来，湖南师大附中一直在探索

“小中大一体化贯通式”培养模式。那么，他
们的培养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如何打破学段
壁垒让拔尖人才不被埋没？如何提供丰富多
元的课程？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破发掘难题
建一体化识别选拔培养通道

李钒祎是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
2021届学生，初三时被清华大学录取。在初
中期间，李钒祎因在数学方面表现出独特天
赋，而被湖南师大附中纳入了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培养计划。

“如果不是早发现、及时培养，像这样的
好苗子就有可能被埋没。”湖南师大附中教师
李海汾说，“这样的学生，学校还有 20 余
名，他们分别在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表
现出独特天赋。”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湖南师大附中就
成立了省内第一个中学教科室，开启了拔尖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2018年以来，该校
积极利用集团化办学和大学附中的优势，初
步构建了“小中大一体化贯通式”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该模式一方面“向内挖潜”，也就是立
足校本，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在高一年级学生
中，我们会让300名有兴趣参加学科奥赛培训活动的学生学
习相关课程，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创新思维
与创新能力。”谢永红介绍。

另一方面“向下衔接”，利用集团化办学优势，在集团
内30余所中小学建立一体化识别、选拔、培养通道，构建
起无缝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共育体系。举措包括组织开展

“三小”（小论文、小发明、小探究）评比、夏（冬）令营集

中研修、科技节科创体验等活动，开展拔尖
创新人才前置培养，解决苗子甄别选拔与小
初高衔接培养问题。

湖南师大附中校长黄月初说：“我们开
启‘小中大一体化贯通式’培养，目的就是
充分利用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建立一
条拔尖创新人才成长选拔培养的新路径，培
养更多优秀学生。”

破学段割裂
“三级四体”打通“堵点”

“90 后”教师黄俊是湖南师大附中科技
创新中心副主任，主要负责学校拔尖创新人
才的选拔与培养工作。在他看来，在困扰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的诸多因素中，各
学段之间的割裂是一个大难题。

因此，近年来，湖南师大附中 2018 年
设立科技创新中心后，创新性推出“三级
四体”管理模式，打破培养通道壁垒，建
立起小初高无缝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共育
体系。

所谓的“三级”体系是通过在集团内
学校构建“名师工作室—名师工作站—名
师工作点”网络架构来实现高效管理。“四
体”则指 4 个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教练
协作体，包括年级教练协作体、班级教练
协作体、学科教练协作体、教练师徒协作
体。

“三级是选拔通道，四体是培养平台。”
黄俊这样解释。

“过去培养靠单打独斗，现在则是系统
作战。”湖南师大附中党委委员陈胸怀告诉
记者，“‘三级四体’模式打通了各学段

‘堵点’，为教师提供清晰工作框架，使培养
工作更系统化，能全方位关注学生成长。”

如何系统作战？
“在多年探索集团化办学的历程中，实

际上已经形成了由集团校和友好学校组成的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共同体。”湖南师大
附中副校长苏建祥表示，共同体中各学校的
教育理念和育人策略都与湖南师大附中保持
了贯通。

学生韦英哲小学就读于湖南师大附小，
初中就读于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很
早便展现出了在物理学科上的天赋，得到了

学科教师的关注。经过教师团队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他在高
二时成功入选首届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并
因此获得了保送至北大的资格。

“不仅学科成绩优异的学生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关注与指
导，共同体中的教师协作体也能通过‘老带新’的模式，传
承育人经验和方法，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苏建祥表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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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军

正值春季修剪花椒树的黄金时
期。今年67岁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
五龙镇周山村村民王增胜和老伴儿，
正加紧在花椒地里修剪、拉枝，整理
枝条走势。

“刨掉打药、施肥和雇人采摘等费
用，去年纯收入8万元左右。”王增胜
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起了账，“过去没经
验，种得少，产量也不行。这几年甘
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帮扶我们村，经
常有专家过来培训，手把手教修剪、

施肥，有了科学方法，花椒的产量和
品质都提高了。”

周山村位于五龙镇东北部，海拔
1730米，现有耕地1650亩，其中种植
花椒1020亩，如今花椒已是村民增收
的致富产业。“我们始终把花椒产业作
为主攻方向，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
收入‘双增长’，全力促进乡村发展和
乡村振兴。”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驻
周山村第一书记丁强说。

近年来，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
依托专业优势，围绕区域特色产业，
在帮扶村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以及
花椒种植、果树修剪、樱桃栽培等技
术培训，坚持“送技上门、送教下
乡”，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手把手

教、面对面传授，好评如潮。
4月1日，五龙镇镇政府一间会议

室内座无虚席。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
学专门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
教授魏安智、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花
椒研究所原副所长杨建雷和“电商达
人”靳强，分别围绕“花椒产业发展
现状及建议”“花椒提质增效关键技
术”“花椒种苗与市场营销”主题，结
合村民的知识水平和日常话语习惯展
开培训。

如何让这些理论知识真正入脑入
心？会议室内的培训一结束，“课堂”
就立马搬到了镇政府周边的花椒地
里。魏安智钻进花椒地里，仔细查看
行间距、株距及花椒树生长情况，拉
起一根枝条开始了授课：“这样的枝条
就要剪了，必须剪掉空芽和不结果的
枝条，这样才能提高花椒的产量和品
质。”

杨建雷也在现场边演示科学剪枝
方法，边给大家讲：“初果期树，对有生
长空间的枝和平缓枝甩放，过旺枝、直
立枝通过拉、别等措施，培养结果枝
组。结果枝应疏弱留强、疏短留长、疏
小留大……”村民们频频点头。

“虽然我们从小种花椒，但其实对
于花椒种植和花椒产业并不了解。专
业的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过去复
剪、拉坠、病虫害预防全凭经验，现
在我们按照专家教的方法，提升了花
椒的质量和产量，价格也上去了。”岳
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岳元杰家里有 8 亩
花椒，每一次培训他都第一个到场，
如今他已是五龙镇花椒产业发展的

“土专家”。 （下转第二版）

送技上门 送教下乡

“小花椒”变增收“摇钱树”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
员 谢小琴）通过远程操作，“开”着
无人车进入矿山、深井及有毒有害等
危险复杂环境中作业；借助数字孪生
技术，“穿越”到千里之外的港口码
头，当一回“船长”，体验风高浪急的
驾驶场景……在武汉理工大学未来
学习中心，一幕幕数字技术赋能教育
教学的场景令人耳目一新。

武汉理工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坚持“党建引
领、数据驱动、协同共享、提质增
效”，统筹推进高等教育系统性变
革，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的个性
化教育模式，加快塑造教育新生
态，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大学，成
效显著。

在构建“人工智能+教育”办学

模式中，该校依托与建材建工、汽
车和交通行业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成果，运用元宇宙、数字孪生、虚
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建设了“车路
云一体化”未来学习中心。学习中
心自2023年上线以来，学生参与学
习体验3.5万余人次。学校教学模式
正从“师—生”二元结构逐步转变
为“师—机—生”三元结构，“师师
有助教、生生有学伴”的愿景已然
成为现实。

“利用生动的动画和实例，让抽
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感。”新学期，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刘霞搭乘数字技
术的快车，精心制作 36 个微视频，
将“医学基础”“药物现代评价方
法”等课程的内容变为直观的画面
和声音，让学生们拥有看电影般的
学习体验。学校利用数“智”技术赋
能教学模式创新，依托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等先进技术，开展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
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

给宿舍楼拍一张“X光片”、AI
（人工智能）模拟面试系统化身面试
“培训官”……数智嘉年华掀起了一
股校园数智热潮。学校持续推动人

工智能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不仅
面向师生推广 AI 知识图谱、AI 学
伴、AI科研助手、AI爱阅书伴等六大
应用场景，更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通
识课程体系，举办“自主学习、管理、
服务”（3S）数智大赛，在智慧校园建
设中展现理工青年作为。

依托“数据+AI”，学校完善精
准评价机制，构建“过程评价+增值
评价+综合评价”三位一体教育评价
体系，通过数据驾驶舱和AI巡课系
统，实现近万个课堂的智能分析，
精准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通过
全域数据感知平台，对学科、专
业、课程及师生发展进行动态感
知，构建学科质量画像、教师能力
图谱和学生能力证书体系，推动评
价从“数量”向“质量”转变。

“武汉理工大学紧抓数字化转型
战略机遇，数‘智’赋能教、学、
管、评、研的变革，构建‘价值为
先、知识为基、能力为重’的全新
人才培养体系，塑造‘以学生为中
心，更加互联、开放、共享、个
性’的教育新生态，着力培养‘会
提出问题、会解决问题’的卓越人
才。”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说。

武汉理工大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办学模式

数“智”赋能教育新生态

花椒专家魏安智（右一）在花椒地里给村民培训。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近日，
黑龙江省教育厅出台 《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行动
计划》，提出以“补足数量、提升质
量、优化结构”为目标，通过定向
培养、学历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等
举措，推动构建科学教师高质量培
养体系。

确定分段目标，推进科学教师
足额配齐。以2025年为起点，分两
个阶段强化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到
2030年按国家标准配齐城区中小学
科学教师，每所城区小学至少配备

一名理工类背景硕士教师，课程开
足率达到100%；到2035年全省中小
学科学教师实现数量与质量“双配
齐”、50%以上教师具备跨学科教学
能力。

创新培养模式，多渠道强化教
师供给。一是定向输送，探索“订
单式”培养与“微专业”嵌入的方
式，在大学三年级理科生中选拔培
养师范生，毕业后定向输送至基层
学校。二是强化供给，通过部属与
省属公费师范生加持，扩大公费师
范生政策覆盖面。三是提高层次，

探索实施“省优”计划并向科学教
育学科倾斜，构建本研贯通培养体
系。四是智能赋能，在师范培养上
增设人工智能、STEM 教育等跨学
科课程模块，鼓励学生夯实专业基
础，整体提升师范生数智能力和科
学素养。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学教师
优质均衡。一是建立城乡教师轮岗
机制，安排骨干教师前往薄弱学校
支教，同时组织乡村教师到优质学
校跟岗学习，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
距。二是配强科学副校长，要求每
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来自高校、科
研院所的专家担任科学副校长，与
前沿科学研究接轨。三是促进教研
资源共建共享，组建区域教研协作
共同体，并引进高校复合型人才充
实教研员队伍，为科学教师队伍注
入新鲜血液。

补足数量 提升质量 优化结构

黑龙江分步足额配齐科学教师

一线在在

➡➡➡ 详见第三版

教师减负进行时 江苏扬州实行“进校园”社会事务清单化、全流程管理——

学校“卸包袱”教师轻装行

近日，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樱花绽放。
上图：3月30日拍摄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樱花大道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胡毅洋 摄）
右图：3月30日，一名女子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樱

花树下拍照。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中国科大 樱花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