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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整治教育
功利化等办学行为

本报讯（首席记者 常悦）3
月 23 日，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
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
发项目在北京教育学院正式启
动。今年，北京市教委将组织
特级教师、教研员、市级学科带
头人、骨干教师及优秀青年教
师，共同开发包括133节体育示
范课、150 个“学生一日体能”
优质课例在内的数字化资源，
破解中小学体育教学和学生
体质健康促进中的实际问题，
助力学生“长得棒棒的、练得壮
壮的”。

此次启动的项目受北京市
教委委托，北京教育学院承担，
旨在深入落实“实施学校体育
数字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行
动”核心任务，提升体育教师新
课程实施能力和学科育人能
力，产出适用于首都学校体育
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资源。

“跑得不够快”“跳得不够

远”“力量有点弱”……为了破解
北京市对中小学生体质测试数据
诊断得来的学生体能弱点、痛点和
堵点，该项目设置了两个子项目。

“双新单元大集体教研场
景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子
项目聚焦素质导向的基本运动
技能、专项运动技能、健康体
育、体能和跨学科主题活动课
程内容。从今年4月开始，项目
组邀请体育名师们走进海淀、
朝阳、丰台、大兴、房山等区的7
所实践基地校的7个班级，面向
真实的学生、走进真实的课堂讲
授不同单元的直播示范课，供全
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同步在线
学习。

“学生一日体能沉浸式场
景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子
项目以学生一日学习生活为场
景，针对学生每天校内锻炼1小
时、校外锻炼 1 小时，设计了晨
跑、课间微运动、大课间体能健

康操、课后服务体能挑战、家庭
体能锻炼和体测日体能模拟赛
等六个主题的案例开发。记者
注意到，在该子项目的教学资
源开发任务单中，不仅设置了
学校走廊、家中客厅、放学路上
等场景，还包含了体测现场流
程模拟等场景。

项目负责人、北京教育学
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
潘建芬介绍，这些模块设计意
在破解体育教师落实新课标、
实施大单元教学的课程教学
难题，为体育教师有效落实新
课标与育人要求、有效促进学
生体质健康与素养提升提供
更 丰 富 的 优 质 课 程 教 学 资
源。通过在线直播观摩和数
字化资源的建设，方便体育教
师更灵活得安排教学工作与
专 业 学 习 ，为 他 们 提 供 向 名
师、卓越教师学习的平台。“同
时，我们也希望借助一日体能

资源的开发，引导家长融入孩
子体育运动，树立起‘把陪孩
子锻炼当成家庭里的头等大
事之一’的意识，学会和孩子
一起成长，担当起孩子体育锻
炼的管理者、模范者、志愿者
和指导者。”潘建芬说。

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院长张永凯指出，此次教
学资源开发不仅将创生出能
够辐射带动区域体育教师发
展的课程资源，也会将教师培
训与岗位练兵活动、全员实训
活动有机融合，提高体育教学
质 量 ，撬 动 基 础 教 育 综 合
改革。

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
冷传才表示，北京市把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将全面提升学生健康素养纳入
高质量教育体系。通过体育撬
动德、智、美、劳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继君）近
期，教育部召开 2024 年度基础教
育重点工作部署会。

会议要求，2024 年，基础教
育战线要锚定建成教育强国目
标任务，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
要突出“立德树人、育人为本”一
条主线，着力推进党组织领导的
校长负责制，构建“大思政课”体
系，落实五育并举。要守住安全
管 理 、规 范 办 学 两 条 红 线 ，将
2024 年定为基础教育的“规范管
理年”，重点整治违法违规、违背
教育规律和教育功利化短视化
等办学行为。同时，要深化中
考、高中办学模式、课程教学三
项改革，聚焦基础教育难点堵点
问题，缓解升学焦虑，提高育人
水平。要抓实扩优提质、“双减”、
乡村教育、书记校长能力提升四
项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学龄人口
变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补
齐办学短板，提高治理能力。要
着重做好提升群众获得感、家校
社协同、完善落实机制、新闻宣
传、舆情应对等五方面工作，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北京市青少年
科学教育基地揭牌

全国体育单招文化
考试3月底举行

本报讯（记者 韩冲）记者从
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4 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文
化考试（以下简称“体育单招文
化考试”）将于 3 月 30 日至 31 日
举行，北京市考点为陈经纶中学
（东大桥高中部）。考生可于3月
23日12：00后登录中国运动文化
教育网或“体教联盟 APP”中“普
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系统”下载
打印准考证。

据悉，3 月 30 日考试科目为
语文和数学，3 月 31 日考试科目
为政治和英语，考生应于考前 40
分钟到达考点，开考前30分钟进
入指定考场，对号入座，将身份证
及准考证放在桌子右上角以便核
验。开考15分钟后，迟到的考生
不得进入考场，考生交卷出场时间
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

本报讯（记者 赵翩翩）3 月
23 日，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市科学技术协会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优
势互补，携手助力青少年科技教
育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丁勇说，双方紧扣“优质科
学教育资源建设”“品牌科学活动
推广”等内容签署协议，支持和帮
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市关工委主
任梁伟表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订，标志着首都关心下一代
工作统筹利用社会优质科学教育
资源，开展馆、校、家、社联动的科
普教育活动实现了新的突破。活
动中，双方共建的“北京市青少年
科学教育基地”揭牌。未来，基地
将依托北京科学中心建设，融合市
关工委、市科协的特色资源，为首
都青少年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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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课程单拉动学生体质“逆袭”

白岩松做客“近光讲堂”畅谈德智体美劳

向阳起舞
3 月 21 日，2024 年北京市

少先队集体舞展示活动培训会
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同时开
启了北京市少年宫少工委全年
活动。

今年，北京市少年宫少工
委将打造一系列具有校外特色
的“红领巾”系列教育活动，发
挥校外教育优质师资优势，尽
可能多地为少年儿童提供公益
性、实践性项目和活动。本次
培训由北京市少工委办公室、
北京市少年宫少工委联合主
办，以“向阳起舞，快乐成长”为
主题，面向全市各区少先队中
队进行普及推广。

文/通讯员 朱佳依

北京市开发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

本报讯（记者 韩冲）3月21
日，北京市平谷区举办“近光
讲堂”第四期，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评论员白岩松以“我理
解的德智体美劳”为题，为全区
学生、教师及家长做精彩分享，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大家互动
交流。

课堂上，白岩松聚焦新时
代的德、智、体、美、劳五个维
度，结合当下新时代教育的特
点，旁征博引，紧跟时事，从历
史、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深入
浅出地为大家讲述了五育培养
的关键要点，为老师和学生们提
出学习建议，指明发展方向。

白岩松强调了以德树人、
以智启人、以体育人、以美化
人、以劳育人的重要性。他建

议同学们培养“第二条辅助线”
思维，引导大家在日常学习和
生活中找到更多的解题思路和
方法，培养创新思维。

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从事
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您认为 AI
会替代新闻评论员的工作吗？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读
书？……在问答环节，学生们
连珠炮似的提问，难不倒这位
央视名嘴。白岩松老师一一为
大家进行解答，还分享了自己
学生时代以及工作期间难忘的
小故事，现场互动气氛热烈。

日前，平谷区在全区中学组
织开展“见字如面：大咖有约”活
动，通过征集书信，让更多学生
将思考注入笔端，将情感汇聚纸
面，近距离与嘉宾交流，分享自

己的所感所悟。活动现场，来自
平谷三中、马昌营中学的初三学
生现场读信，与白岩松面对面分
享了自己的学习思考和人生感
悟。白岩松老师与同学们击掌，
并为他们送上考试祝福。

平谷七小的学生与老师为白
岩松送上手工制作的礼物——用
掐丝珐琅工艺制成的金话筒与
朵朵桃花。

本期“近光讲堂”在师生中
引发热烈反响。来自平谷区马
坊中学的郝俊铎老师表示：“我
读过白岩松老师的书，他的文
字非常有力量。今天听了讲座
以后，我更是备受鼓舞，我会努
力做好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

来自平谷区刘家河中学的初三
学生叶思彤说：“白老师在舞台
上侃侃而谈，讲述着他自己对
德、智、体、美、劳的见解，让我
更加明白学习的重要性。我们
应该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努力照耀其他人。”

据悉，“近光讲堂”于 2023
年 9 月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
举办 14 场，先后邀请各领域知
名专家到场授课，为平谷师生
带来一场场酣畅淋漓的文化盛
宴。2024 年“近光讲堂”全面升
级，邀请各领域知名专家走进讲
堂开讲，围绕航天工程、文化传
播、科技创新等内容，旨在为大
家带来生动的“大思政课”，在活
动中靠近光、追逐光、成为光，
点燃学子梦想，共襄文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