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ydbxw@163.com 电话：028-86110843 值班编委 倪秀 责任编辑 杜蕾 编辑 何元凯 美编 佘依颐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2 邮发代号 61-30 2024年11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4版 第99期 总第3994期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教育导报》编辑部出版
教
育
导
报
网

JYDB教
育
导
报
微
信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内容来源：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

我省深入推进走教教师资助项目，增强农村薄弱学校艺体师资——

为农村学生艺体梦插上翅膀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 11 月 8 日，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自2025年6

月1日起施行。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

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关系到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制定学

前教育法，是坚持党对学前教育事

业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关键

举措，是推动破解学前教育改革发

展体制机制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

的重要途径，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

要作用。

学前教育法共 9 章 85 条，全面

总结了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和

经验，针对性地破解实践中的突出

问题，系统构建了中国特色学前教

育法律制度体系。

下一步，教育部将采取多种措

施加强学前教育法的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以法律实施的成效推动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甘孜藏族自治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办好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全力推动新

时代甘孜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州教育

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办学条件不

断改善。2018年以来，全州教育投入资

金共计 125.91 亿元，其中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资金63.81亿元，教育保障

类投入资金 62.10 亿元。严格落实“两

个只增不减”目标，2023年全州一般公

共预算教育经费55.84亿元，较2018年

增长7.60亿元，增长率15.76%。全州各

级各类学校占地面积 670.78 万平方

米，较 2018 年增加 55.45 万平方米，全

州各级各类学校校舍建筑面积378.24

万平方米，较2018年增加74.86万平方

米。撤并“小散弱”学校86所，建成石渠

县洛须片区寄宿制学校、甘孜县第二

中学、理塘县第三中学等寄宿制学校

20所。新建甘孜职业学院，实现甘孜儿

女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高等职业教

育。

推动教育内涵发展，教育质量稳

步提升。高规格举办学前学普推进会，

全覆盖开展“学前学普2.0”行动。全州

18个县（市）全面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义务教育工作

重心由“基本均衡”转向“优质均衡”。

着力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稳

步有序推进县域高中振兴、异地办学

和富民安康班建设。扎实开展教育人

才“组团式”帮扶，建立“学成班”“树德

班”等21个特色示范班级。持续深入实

施“9+3”免费中职教育计划，借助浙江

省、广东省、山东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

支援力量，搭建中高职贯通培养新模

式。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教育保障成

效明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三免一

补”、营养改善计划和高海拔取暖补助

等政策，构建起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

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体系。累计投入

十五年免费教育保障和困难学生资助

资金42.94亿元，惠及学生155.35万人

次。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改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统编教材全

覆盖，开展公职人员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建设，加强普通话常态训

练和测试监测，实施智能书法进校园。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日制远

程网络教学、初中本土直播教学和四

川云教3类远程网络教学模式覆盖全

州中小学（幼儿园）387 所，开设班级

3902个，受益学生11.09万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师资能力显

著提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完善“考、培、降、

转、待、退”淘汰退出机制，坚持把专

业知识与能力水平考试结果作为 1.5

万余名教师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审硬性

条件。深入实施《甘孜州骨干教师培养

计划（2022-2026）》，累计完成 600 名

州级骨干教师和900名县级骨干教师

培养。培养国家级特级教师2名、省级

特级教师 35 名、国家万人计划教师 1

名、“天府名师”2名、“贡嘎英才”6名，

成立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53 个。落实

655名一线教师教龄满30年退休一次

性奖励金 3275 万元（州、县财政分级

负担）。设立优秀教师奖励基金，每年

评选表彰优秀教师 100 名，兑现奖励

资金100万元。

甘孜州：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培养学生热爱生活，追求

艺术之美，助力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在安岳县2024-2025学年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走教工作动员

会暨走教教师出征仪式上，113 名参加

走教的音体美教师进行了庄严宣誓。

近年来，教育厅深入推进“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走教教师资

助项目”（以下简称“走教项目”），从

2022年起，每学年选派中小学音体美专

业教师，定期到本县（市、区）域内师资

力量薄弱的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开展

走教活动。“走教项目”经费由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会提供资助，四川省教育基金

会负责协调经费落实。

“‘走教项目’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县域内部分学校学科教师配备不

足的矛盾，提高了乡村学校音体美学科

教学质量，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四川

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谢凤山说。

大山里的篮球梦
上好一门乡村学校的艺体课

“旺青老师，我们喜欢篮球，您教我

们打篮球吧。”丹巴县章谷镇川口片区

寄宿制学校体育教师旺青回忆，在2022

年的秋天，自己第一次前往丹巴县东谷

镇小学走教，在询问起学生兴趣爱好

时，三年级学生甲马太和同学康洒邓珠

一起，大胆地说出了心藏已久的篮球

梦。

这也是学校里不少学生的体育梦。

旺青了解到，此前，东谷镇小学体育课

专业性不强，课堂质量难以保障。于是，

旺青确定了以篮球项目进行大单元教

学。一学期下来，学校体育课变了模样。

在旺青推动开展的“学练赛评”一体化

教学模式下，学生身体素质更强了，对

体育的兴趣更浓了。

开展走教前，丹巴县农村专业音体

美教师配备不齐，课堂质量不高，2022

年9月参加“走教项目”后，县教体局组

织了10位音体美骨干教师参与走教，足

迹遍布全县，其中最远处到达距县城近

100公里车程、海拔5000余米的丹东镇

小学莫斯卡教学点。

走教教师们将本土文化充分融入

课程：音乐教师泽里友珍挖掘丹巴锅庄

舞、打阿嘎歌曲；美术教师欧光秀将藏

族建筑、服装融入画画、剪纸……“我们

称自己为‘圆梦团队’。”旺青说，“圆梦”

的起点，就是上好每一堂课，做到“质量

第一、特色第一、成效第一”。

“走教项目”施行以来，我省按照

“第一年试点，第二年扩面，第三年全面

推广”的工作安排，持续扩大走教项目

覆盖面，2022-2023学年支持了约400名

教师走教，2023-2024 学年面向四川省

20个市（州）实施，支持了约1200名教师

走教。

合唱团里童声响亮
走教激发农村学校办学活力

2023年9月，万源市竹峪镇虹桥小

学迎来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音乐教

师张伟。农村学校迎来大学生，这本是

件好事，可不久后，校长王翠就发现张

伟的教学方法“水土不服”。

虹桥小学地处万源市山区，学校

小、学生少，之前一直没有专职音乐教

师，学生对乐理知识陌生。张伟教学认

真，可恰恰因为内容“太专业”，学生反

而不感兴趣，课堂效果不好。

如何让年轻教师站好农村学校讲

台？走教教师的传帮带起了作用。万源

市第一小学音乐教师蔡英来到虹桥小

学走教，她是一位从教29年的专职音乐

教师。

“不刻意让小学生学习成人的唱

法、声部，而是让娃娃们自然地、用自

己的声音唱歌，感受音乐的快乐。”蔡

英每周到校走教，从指导张伟学会贴

近学生，到读懂教材、明确教学目标，

再到二人同上一堂课，在蔡英引导下，

张伟的课堂“活”起来了。两人悉心指

导学生排练集体曲目，合唱团里从此童

声响亮，并且在2023年参加市级艺体比

赛中获得三等奖，创造了学校历史上最

好成绩。

万源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教

育局党组成员刘正海介绍，得益于走教

教师的传帮带，近3年，当地农村学校教

师在达州市市级以上赛课获奖人数增

长60%，教研成果获省市等级奖同比上

升 40%。

连日来，仁寿县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

“消防宣传日”主题教育活动，通

过讲解消防安全常识、传授防火、

灭火、逃生等内容，帮助学生提高

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图为11月5日，消防救援人员在

仁寿县富加镇小学指导学生正确

使用消防器材。

潘建勇 摄

消防安全进校园

图片新闻

（下转2版）

学前教育法表决通过
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沈文）11月11日，教育

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并介绍教育系

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法律有关情

况。

会上，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张文斌介绍学前教育法制定背景和

主要内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田祖荫介绍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学前

教育法的考虑，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校长

王敬波对学前教育法作专家解读，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顾月华介绍对

学前教育法的学习体会和下一步落

实的思路举措。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园长余琳

作为学前教育一线代表，介绍了对

学前教育法的学习体会和下一步落

实的思路举措，并就“幼儿园安全”

和“幼小衔接”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余琳表示，学前教育法从立法的层

面明确了学前教育的价值和地位，

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将

进一步增进全社会对学前教育的关

注和重视，推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

规范发展；学前教育法充分尊重民

意、凸显儿童中心、强调教师保障、

体现民生关怀，回应了人民群众的

关切。她以一线园长的视角，指出幼

儿园在推进学前教育法落地的过程

中，可以从“坚持科学办园方向、依

法规范办园行为、加强引领帮扶支

持、做好法律学习宣传”等方面做出

努力。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11 月 9

日至 10 日，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

创新年会在四川大学举行。来自

全国 310 余所高校师生代表、专家

工作组成员及行业代表共 1700 余

人参会。

据了解，全国大学生创新年会

是依托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开展的一项重要年度性展示交

流活动，已成为全国高校教学改革

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学生

参与最多、水平最高的盛会之一。

本届年会以“海纳百川·智见未来”

为主题，举办了全国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改革成果展示、创新学术论

文交流和创业推介项目交流三大

主题活动。

本届年会共收到部属高校和地

方教育主管部门推荐项目1006项，

经专家多轮评选，共有 510 项成果

入选年会。四川共有 27 个项目入

选，入选项目总数排名全国第四，

创历史新高。其中，部属高校入选

15项，位列全国部属高校项目入选

数排名第四；省属高校入选 12 项，

位列全国省属高校项目入选数第

五。四川大学荣获“优秀学术论文

奖”2项、“最佳创意项目奖”1项，西

南交通大学荣获“最佳创意项目

奖”1项，四川省教育厅荣获省市优

秀组织奖（全国仅5个）。

自2008年首届全国大学生创新

年会举办以来，我省已累计资助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

18773项、省级63490项，带动省内高

校立项校级项目18余万项，直接受

益学生70余万人，有力激发了四川

青年学生创新创造热情，为四川创

新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

重要支持。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学前教育法

四川幼儿园园长作为代表发言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年会举行
四川高校27个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11 月 8

日，四川省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2024）颁奖典礼在西华大学举行。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

成员，一级巡视员陈朝先出席活动

并讲话。

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

题，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

促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

弘扬红色基因，激发四川青年学生

创新创造热情。颁奖典礼现场，西华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秋实致辞，

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部分金奖项

目负责人进行了项目路演展示，下

届赛事承办高校西南科技大学接过

会旗。

四川省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2024）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于今年6月正式启幕，分为高教主赛

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

道、产业命题赛道和萌芽赛道，全省

参赛学生超143万人次，参赛项目超

37万个。经过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及

决赛等环节，共决出省赛金奖 230

项、银奖475项、铜奖965项。大赛同

期，各高校广泛开展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活动，学生们深入革命老区、城

乡社区，在调研、实践中传承红色文

化、助力强国建设。

自 2015 年举办首届大赛以来，

我省已举办10届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为川内学子搭建起一场场精彩的

创新教育盛会。目前，大赛已成为省

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含金量最

高的大学生创新教育类赛事，也成为

了创新教育改革的有力抓手。

四川省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颁奖典礼举行

全省参赛学生超143万人次

“数说”甘孜教育

20所

建成寄宿制学校20所。

21个

扎实开展教育人才“组团式”帮

扶，建立“学成班”“树德班”等21个
特色示范班级。

155.35万人次

累计投入十五年免费教育保障

和困难学生资助资金42.94亿元，

惠及学生155.35万人次。

11.09万人

3 类远程网络教学模式覆盖全

州中小学（幼儿园）387所，受益学

生11.09万人。

100万元

设立优秀教师奖励基金，每年

评选表彰优秀教师 100名，兑现奖

励资金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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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教育改革成就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