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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 】
阅读提示：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教育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变革的核心趋势。近日，

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系统性的规

划布局，为我国未来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份涵盖

七大板块、22条政策举措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回应了教育现

代化的时代需求，更承载着推动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培

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深入剖析《意见》的重点任务与创新

举措，对于把握教育数字化发展脉搏、推动教育领域深层次变

革具有重要意义。

策划 刘田茵

展望数字化教育的广阔走向与无限空间
———解码《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重点任务与创新举措

科学导报讯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太原市外国语学校针对

初三优秀毕业生特制定“飞跃计划”，以初高

中连续贯通培养为着力点，发挥初高中优秀

教师的引领作用，建立初高中教师协同机制，

帮助初三优生明确目标，挖掘潜能，实现可持

续发展。4月 16日，太原市外国语学校“飞跃

计划”在漪汾校区二楼报告厅正式启动。

校长杨勇为启动仪式致开场词，欢迎初三

优秀毕业生以及家长的到来，并特别介绍了

“飞跃计划”中的“双导师”制。学校将为每位学

员配备一名“学习导师”和”一名“未来成长导

师”，形成“双导师”制。学习导师为初中教师负

责学生初中阶段的学习指导和心理疏导。未来

成长导师为高中导师负责学生初高中衔接指

导、高中学习规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引领。

教务处主任李军依次介绍了“飞跃计划”

的导师人选与学员构成，并就下一阶段的活

动安排进行了详细说明。“飞跃计划”将着重

做好以下工作。

李军介绍结束后，双导师与学员的结对

仪式正式开始。导师为学员佩戴徽章，校领导

为导师与学员颁发结对证书，学生代表张赫

宸、家长代表崔傲宸父亲、导师代表赵成艺和

招办主任王志华依次发言，分别表达了自己

的成长期待、未来寄语与衷心祝福。

仪式最后，校党委书记武翻旺进行总结致

辞。武翻旺鼓励学员和导师共同努力，实现共

同成长，并表达了对“飞跃计划”学员的美好祝

愿。仪式结束后，双导师与学员进行深入交流，

明确学员的学习目标与发展方向，初步制定了

个性化成长规划。 （黄晶 /文·图）

科学导报讯 4月 16日，太原市第二外

国语学校（市十八中）晋源校区隆重举办“我们

的自留地，青春的新天地”校内劳动实践基地

开地仪式，为初一和高一年级分配了责任田。

副校长褚鹏、主任梁瑞、主任高喆、主任马茂德

参与此次活动。

副校长褚鹏致开幕词。他表示，“我们的自

留地”作为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培养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他鼓舞学

生发扬劳动精神，在“我们的自留地”上学会坚

持与付出，合作与分享，感恩与奉献。

学生代表周熠尧发言，倡议大家要以劳动

教育为契机，自觉将劳动融入自己的日常。将

传承农耕文化，倡导绿色种植，关爱自然生态，

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劳动辅导教师代表刘晶老师表示，劳动教

育是一种体验式教学，只有通过亲身体验劳

动，用全部的心智去感受、关注、欣赏、评价。通

过亲历实践、出力流汗，体悟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伟大的劳动精神。

校领导为劳动教育辅导教师苏慧老师、高

鹏慧老师、要元媛老师、贺永艳老师、王东鑫老

师、李欣娜老师、张献堃老师、肖诗楠老师、孙

雪老师、宿萍老师、张晓慧老师、赵晓月老师、

韩娟娟老师、王宏宏老师、冯强老师、梁园欢老

师、程慧照老师、王凌艳老师、张佥老师、苏雅

丽老师颁发聘书。

他们怀着由衷的敬意与感谢，为该校劳动

教育课程举行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诚挚聘请

马春仙阿姨、薛林爱阿姨担任自留地“劳动教

育实践指导教师”，并授予这份承载着尊重与

信任的荣誉聘书。

仪式结束后，校领导、劳动辅导教师及

各班学生代表移步至自留田区域，开耕动

土，辅导教师也下到田间指导学生们如何翻

地、移苗。 （黄晶）

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布局：
构建教育数字化枢纽
（一）“四横五纵”架构重塑教育资源生态

《意见》提出的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四横五纵”平

台资源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全领域的教

育资源集成枢纽。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

核心，横向贯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

教育四大领域，纵向整合德智体美劳五大教育版块。

这一架构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分散、壁垒林立的局

面，通过统一入口、资源共享、数据融通的方式，实现

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精准供给。

在实践层面，国家平台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资

源。例如，基础教育板块汇聚了全国优质中小学课程

资源，涵盖课程教学视频、教学课件、习题题库等；职

业教育板块整合了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企业实训案

例等资源，助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等教育

板块则收录了众多高校的精品课程、学术讲座等内

容，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广阔空间。未来，随着“四横

五纵”布局的不断完善，这些资源将实现更深度的整

合与优化，形成一个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教育资源

生态系统。

（二）多方协同共建精品资源库

《意见》鼓励各地各校、行业企业发挥优势开发

精品资源，构建起“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资源建设

模式。地方教育部门可以结合本地特色，开发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课程资源；学校能够根据自身办学优

势，打造个性化的校本课程；行业企业则可以将实际

工作场景、前沿技术等融入教育资源，增强教育内容

的实用性和实践性。

例如，在职业教育领域，一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

作开发虚拟仿真实训课程，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

真实工作环境，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实践操作，

提升职业技能。在基础教育领域，部分学校开发了基

于项目式学习的数字化课程资源，引导学生通过探究

性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这

种多方协同的资源建设模式，将有效提升教育资源的

质量和多样性，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升级国家平台公共服务功能：
打造教育服务“一网通办”
（一）优化教育服务流程，提升办事效率

持续升级国家平台公共服务功能，推动“高效办

成一件事”，是《意见》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扩大教育

公共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将招生入学、考试评价、学

籍查询、学历学位认证等高频服务事项整合到国家平

台，实现线上一站式办理。这一举措极大地简化了办

事流程，减少了学生和家长往返奔波的时间和成本。

以招生入学服务为例，以往家长需要在多个部

门、学校之间提交材料、办理手续，流程繁琐且容易

出错。而在国家平台实现招生入学“一网通办”后，家

长只需在线提交相关材料，系统将自动进行审核和

匹配，大大提高了招生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同样，

学历学位认证、教师资格查询等服务也实现了线上

即时办理，为用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二）精准服务就业与留学需求

《意见》提出优化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为

大学生实习就业和行业企业招聘搭建桥梁。通过整

合就业市场信息、企业招聘需求和学生求职意向，利

用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匹配，提高就业服务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平台还可以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就业技

能培训等增值服务，帮助大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出国留学服务方面，《意见》提出优化出国留

学全程在线服务，涵盖留学申请、签证办理、行前指

导等环节。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留学信息的实时更

新和共享，简化留学手续办理流程，提升留学服务的

便捷性和安全性。例如，一些国家平台已开通留学政

策解读专栏、留学经验分享社区等功能，为留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
打通教育终身化通道
（一）夯实终身学习基础设施

加快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首先要加强

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意见》提出推动构

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建设国家学分银

行、出台资历框架标准等举措，打破学历教育与非学

历教育之间的壁垒，实现学习成果的互通互认。

国家学分银行作为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支撑，

将建立统一的学习成果认证标准，学生在不同阶段、

不同形式的学习成果都可以存入学分银行，根据需

要进行转换和积累。例如，在职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获得的学分，可以与学历教育学分进行兑换，为其

提升学历提供便利。这种机制将激励人们在一生中

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

（二）创新终身学习模式与机制

《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基于学分制的终身学习学

历学位授予机制，建设新形态国家数字大学，为终身

学习提供制度保障和平台支持。新形态国家数字大

学将突破传统大学的时空限制，通过线上课程、虚拟

教学等方式，为学习者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

同时，《意见》强调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建好

国家老年大学，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国家老年

大学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线上课程，如文化艺术、健

康养生、信息技术等，让老年人在家就能享受优质的

教育资源，丰富晚年生活。这些创新举措将推动终身

学习理念深入人心，构建起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良

好社会氛围。

推动教育教学数字化变革：
开启智能教育新时代
（一）课程与教材的智能化升级

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数字化变革是《意见》的核

心任务之一。通过完善知识图谱、构建能力图谱，深

化教育大模型应用，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

全要素全过程，实现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

的智能化升级。

在课程体系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学生

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自动生成个性化的课程方案，实

现精准教学。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系统

可以判断学生的知识薄弱点，推荐针对性的学习内

容和练习题目。在教材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制定数

字教材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研发示范性精品数字

教材。数字教材不仅包含文字、图片等传统内容，还

可以融入动画、视频、互动游戏等多媒体元素，增强

教材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二）教学组织形态与学习方式创新

探索建设云端学校、智造空间、未来学习中心等

新型教学组织形态，是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重要举

措。云端学校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跨区域共享，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享受到一线

城市的优质教育。智造空间则将 3D打印、机器人编

程等先进技术引入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意见》还提出构建“一站式”数智学生社区，通

过智能学伴、数字导师等探索人机协同教学新模式。

智能学伴可以陪伴学生学习，解答学习疑问，提供学

习建议；数字导师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

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评价。这些创新举措将促进学

习方式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提高教育教学

效率和质量。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培育数字时代人才
（一）构建数字素养培育体系

以师生为重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教育

数字化的重要目标。《意见》提出制定完善师生数字

素养标准和人工智能应用指引，建立大中小学衔接

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并将数字素养纳入综合素质

评价。

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通过开设信息科技课程、

开展数字化实践活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字意识

和基本操作技能。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加强人工智

能通识课程建设，培养学生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将数字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

价，引导学生重视数字技能的学习和提升。

（二）强化教师数字能力建设

教师是教育数字化的关键力量。《意见》提出深

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将数字素养融

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建立轮训制度，提高教育管理

干部、学校管理者数字素养。

通过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帮助教师掌握人工

智能教学工具、数字化教学方法，提升信息化教学能

力。例如，一些地区开展了“人工智能 +教师”培训项

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培训教师运用教育

大模型进行教学设计、作业批改等，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同时，加强教育管理干部的数字素养培训，有助于

提升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下转 C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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