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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 日前，教育部

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抢抓秋招

关键期，于 11 月至 12 月集中开展

2025 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

月”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以“协同联动拓岗位 凝

心聚力促就业”为主题，将在全国范

围内深入开展人才专场招聘、校企供

需对接、高校访企拓岗、学生生涯规

划、就业主题教育五大系列活动，全

力促进2025届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

一是大力开源拓岗，开展系列人

才专场招聘活动。教育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举办“国聘行动”第六季等活动，

指导各地各高校深入实施“万企进校

园”计划。积极举办区域性、行业性、联

盟性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在国家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启动“24365校园

招聘服务月”活动，启动“共建共享岗

位精选计划”，实现岗位精准推送。活

动期间，教育部计划举办各类线上线

下专场招聘活动40余场，提供就业岗

位300余万个。

二是推进供需适配，开展系列校

企供需对接活动。教育部将推进实施

第四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鼓励

和支持各地积极搭建政、校、企、园供

需对接平台，加力落实面向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的各项激励政策，大力开展

“招才引智”供需对接活动。

三是聚合多方资源，开展系列高

校访企拓岗活动。教育部将指导各地

各高校针对性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

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挖掘更多

就业机会。

四是提升就业能力，开展系列学

生生涯规划活动。教育部将指导各地

各高校认真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推动实现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就。

五是强化就业指导，开展系列就

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教育部将指导

各地各高校充分用好“互联网+就业

指导”公益直播课资源，为毕业生提

供个性化就业指导。持续开展线上线

下“宏志助航计划”毕业生就业能力

提升培训，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实现

就业。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王浚录 摄影
报道）11 月 4 日下午，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余孝其赴德

阳市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教

育大会和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调

研德阳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职业教育

发展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情况，

检查“校园餐”及校园安全工作。

在德阳二中城北校区，余孝其走进

校史陈列馆、物理实验室、美术室、科创

室、艺术工作坊等，与师生认真交流，了

解学校党建工作、办学历程、五育并举、

课堂教学改革、集团化办学等工作。他

强调，学校要坚持五育并举，深化课程

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切实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尤其要发挥班

主任的作用，与家庭、社区合力共筑学

生心理健康防线；要深化学区制改革和

集团化办学，探索师资、课程、资源的共

享共用，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优质

均衡。

在德阳大学科技园展厅，余孝其详

细询问了科技园与高校合作的具体方

式，高校入驻与项目落地等情况，希望

科技园积极与高校、企业合作，共同打

造开放共享的公共转化平台，统筹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激

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科技成果供给质

量和转化效率，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把更多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示

范性高职院校、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

院校、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余孝

其深入学校工程训练中心、智能建造实

训馆、四川省城市污泥建材资源化利用

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学校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对学校紧跟时

代和行业发展，开展智能建造教育教学

与技术研究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持续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走政产学

研用一体化道路，培养更多的大国工

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积极服务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师和学生是一起用餐吗？是否

同餐同价？”每到一所学校，余孝其都十

分关心学校食品安全责任等制度落实

以及“校园餐”专项整治情况，走进食堂

实地察看设施设备、卫生条件、加工流

程。他要求学校在食品安全管理、菜品

质量把控、菜品留样记录、服务水平提

升等方面下功夫，全力守护师生健康。

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相关处室负

责同志，德阳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

研。

“以前做科研，做不下去就停了，现

在有制度管着，必须有始有终。”“学校

年轻教师多，参与教育科研有助于他们

快速提升专业水平。”“教而不研则浅，

研而不教则空，理论与实践并行，才能

办更好的教育。”……

近日，记者走进泸州市纳溪区多所

中小学，听到了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

教科室主任、教师等对教育科研工作的

诸多积极认识和评价。现象背后，是纳

溪区近年来在教育科研评价改革上的

积极探索。纳溪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教科中心”）的统计显示，全

区中小学、幼儿园的课题研究数量正在

逐年增加。例如，每年结题的微型课题，

从 2018 年的 404 个上涨到了 2023 年的

551个。

教育科学研究很重要，但在欠发达

地区，往往存在学校不重视、教科室不

作为、教师不主动的现象。那么，纳溪区

是如何通过教育科研评价改革扭转这

一现象的呢？区域学校的教育科研又该

有怎样的导向和重点？理论研究与教学

实践如何相得益彰，推动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

考核动真格

每年“亮相”，激发学校内驱力
翻开近3年纳溪区教科中心对学校

教育科研工作的年度考核结果通报表，

学校名称、考核得分、教科室主任姓名、

教科室主任参与研究加分等都一一呈

现，并记录了具体分数。

“考核结果每年都会在全区教体系

统内通报，孰高孰低一目了然。对于不

积极的学校和教科室主任，这的确是较

大的鞭策。”纳溪区教科中心副主任王

洪波说，“‘逗硬’考核、全区通报的整改

效果立竿见影，极大地激发了学校，尤

其是教科室主任在教育科研工作中的

积极性和内驱力。”

王洪波表示，以前，纳溪区的教育

科研工作也存在学校不重视、教科室主

任不积极、教师没热情等问题。“仅从数

量上来说，许多学校对教育科研的管理

就是一笔‘糊涂账’，而全区的情况就更

加难以掌握。”

如何解决重视不够、积极性不高的

问题？2021 年，借着泸州市教育评价改

革省级试验区试点单位建设的东风，纳

溪区开启了对区域内学校教育科研评

价改革的探索，初步制定了《学校教科

研评价考核方案（初稿）》，并严格落实

区域内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年度考核、

通报制度。

“实行考核第一年，还有个别学校

拖沓，不准时提交自查材料，但通报一

发出来，就为大家敲响了警钟。第二年

开始，所有学校都积极申报课题，提交

材料。”王洪波说。

3 年来，纳溪区的教育科研评价考

核方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根据学校

校情、科研能力的不同，设计了更多发

展性的考核方案。全区各中小学的教

育科研情况，也从“糊涂账”变成了“明

白谱”。每年，纳溪区教科中心都会对

各学校上一年度的教育科研工作总结

和下一年计划进行汇编，整理成册，并

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学校教育科研温

馨提示卡，督促学校有序推进教育科

研工作。

多维度评价

既是“指挥棒”，又是“路线图”
考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何以

“考”代“培”，以“评”促“改”？

纳溪区在严格落实学校教育科研年

度考核的同时，还配套制定了《纳溪区学

校教育科研工作考核评价细则》《纳溪区

区级课题过程管理红黄牌考核细则》《纳

溪区微型课题管理细则》，形成了对学校

教育科研的多维评价体系——既有区教

体局的整体评价，又有区教科中心的全

面评价，还有对区级课题的过程评价以

及对微型课题的专项评价。

“有了评价细则的指引，我们更加

清楚学校的教育科研从哪些方面入

手。”在纳溪区护国镇中心小学校长吴

琼看来，新出台的评价细则从机构设

置、常规管理、教育研究、科研成果、科

研活动、科研保障、科研宣传7个方面对

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进行考核评价，相当

于为学校完善教育科研机制体制提供

了“设计图”，而单独增加的教科室主任

参与科研的加分项，则更能激发教科室

主任的工作热情。

与此同时，《纳溪区区级课题过程

管理红黄牌考核细则》和《纳溪区微型

课题管理细则》都尤为注重对在研课题

的过程管理。尤其是红黄牌考核细则，

在按期开题、理论学习、论文撰写、阶段

报告、经验交流、研究活动、成果转化、

按期结题8个方面，按照执行的时间、质

量的不同，给出了明确的分值。考核总

分60-74分，亮黄牌警示；60分以下（不

含60分），亮红牌通报。两次黄牌，通报；

三次黄牌，撤销立项、通报；两次红牌，

撤销立项、通报。

“我把这些细则当作工作指南来

用，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怎么入手，什

么时候该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都

一目了然，心中有数。”纳溪中学教科室

副主任王莉说，“当然，红黄牌也是‘紧

箍咒’，凡是因红黄牌撤销课题的负责

人3年内不得申报新的省市区级课题，

撤销立项的学校一年内不得申报新的

省市区级课题。所以，必须越做越好。”

成果有用处

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广应用
中小学、幼儿园做科研的意义是

什么？作用大不大？在纳溪区的教育

科研评价改革探索中，答案越来越明

晰。

“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课

题的最佳来源。”纳溪中学教师金明强

介绍，纳溪中学连续3年的年度考核都

在90分以上。如今，学校在研课题近60

个，绝大多数来自教育教学实践，其中

过半与纳溪区“育本课堂”教学改革相

关。

2020年，纳溪区启动了“育本课堂”

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行动，即“育人为

本”的课堂教学改革，并放手让学校围

绕目标、结合实际，灵活探索。这为学校

的教育科研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

落地“土壤”。“老师们的研究不虚浮，成

果有用处，科研热情自然越来越高。”吴

琼说。

护国镇中心小学的年轻数学教师

曾小明曾因为缺乏经验，教学效果平

平，在越来越不自信的时候，他进入了

学校《农村小学数学课堂五育融合的实

践研究》课题组，专业素养快速提升，课

堂把控越来越得心应手。他说：“课题研

究增长了我的见识和能力，我越来越有

信心在课改中作出贡献。”

通过教育科研解决实际问题，从而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感受颇深的还有泸

州市两江新城梓橦路小学的老师们。该

校是一所新建小学，教师能力参差不齐。

两年来，学校以校本研修为支点，开展

“问题科研”“教科研融合”等教研活动，

推动了一大批教师的专业成长。学校党

支部书记王吴强说：“教师是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未来几年仍旧是学校的教师

培养年，而教育科研依然是其中的重要

抓手。”

11月4日，余孝其（右二）走进德阳二中城北校区科创室，询问学生科学兴趣爱好，了解学校落实五育并举工作情况。

余孝其赴德阳市调研

泸州市纳溪区探索学校教育科研评价改革——

“教”“研”并行 赋能教育提质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区域篇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日前，第二

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中文教

育大赛决赛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大

赛由四川省教育厅和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共同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和重庆

师范大学承办，并得到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国际中文教育联盟大力支

持。大赛旨在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教育协同发展，提升国际中文教育

的质量与影响力，为川渝两地高校中

外学子搭建起展示自我、相互交流学

习的平台。

本次大赛历时半年，川渝两地赛

区组委会共收到61所高校、近300名

学生报名。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角

逐，来自川渝两地高校的60名中外学

子入围决赛。大赛分设国内组和国际

组两个组别。其中，国内组的无领导

小组讨论、知识竞答和汉语教学能力

环节，充分展现了中国学生扎实的专

业功底和优秀的综合素养。国际组的

知识竞答和中华才艺展示等环节，体

现了国际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

热爱。两组同学的精彩表现均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会把比赛中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日常的学

习和生活中，并不断探索、创新，为国

际中文教育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同

时，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

中国声音，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

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本报讯（郭永昌）11月5日，中西

部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联盟成立大会

在广元市召开。大会旨在整合中西部

地区丰富的研学实践教育资源，构建

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中西部研学实践

教育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西部18 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专家学者、

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负责人等

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规划中西部研

学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蓝图。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

《中西部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联盟章

程》，并选举产生了联盟秘书组单位

及主席单位，明确了联盟主席、秘书

长、副秘书长的职责以及联盟成员单

位的权利与义务。

大会以“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

责任与担当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自

然教育以及启蒙教育”五大教育板块

为指向，靶向盘活中西部研学实践教

育资源，发布了“寻觅 108·人文历史

主题研学”“峥嵘天险·蜀道文化主题

研学”“千年流光·丝绸之路主题研

学”“血脉传承·长征精神主题研学”

“卓绝记忆·三线精神主题研学”“三

江溯源·自然生态主题研学”“和美与

共·民族团结主题研学”7条中西部研

学实践教育精品线路。大会还交流了

中西部地区在研学实践教育方面的

工作经验与成果，分享了各地在推动

研学实践教育方面的成功案例和创

新做法。

大会由广元市教育局主办，广元

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管理中心承

办。

本报讯（记者 鲁磊）近日，由四川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四川省民

族地区第五届“三州二市”联合教研

活动在马边彝族自治县举行。来自教

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教育厅民族

教育处以及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

乐山市、绵阳市相关单位的200余名

参会人员，围绕“教育数字化赋能民

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展开了

深入交流探讨，来自吉林、云南、贵

州、新疆、西藏等地的教育工作者也

通过线上平台参与了活动。

活动中，四川省“三州二市”教科

研机构交流分享了铸魂提质、优质课

堂、协同教研、教育评价、资源应用等

方面的经验和成果，为推动民族地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

启示。与会人员还前往马边彝族自治

县民建小学实地考察，了解该县数字

化教育推进的成果，进一步加深了对

教育数字化的理解与认识。

此次研讨活动为民族地区教育

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不仅促进了

区域教育科研合作，而且在推动教育

数字化、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达成了

广泛共识。据悉，“三州二市”联合教

研活动已持续开展五届，已成为四川

民族地区教育科研品牌活动及推动

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

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中文教育大赛决赛举行

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影响力

中西部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联盟成立

四川省民族地区第五届“三州二市”联合教研活动举行

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