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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今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

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文

件指出，“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

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

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今年

是“强基计划”元年，全国36所试点高

校近来已经陆续公布招生简章。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教授张志勇看来，“强基计划”是

对自主招生和高考综合改革的继承创

新，标志着我国基于统一高考的综合

评价多元录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

一招生改革探索，着力于实现学生成

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

它从招生条件、考核标准、培养方式等

方面给中学阶段的学生培养带来了新

的启示。那么，步入“强基计划”时代，

它将给中学教育带来什么变化？

日常教学更注重夯实学科基础
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任学宝指出，

“强基计划”着眼点在于“基”字上，既突

出了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也发挥

了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根据“强基

计划”的要求，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

招生计划主要放在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基础

专业，并为“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

学生提供贯通培养的通道。

采访中，不少高中校长坦言，“强

基计划”36所试点高校公布的专业方

向设置与当前高中的基础学科基本吻

合，同时在选拔上对高考成绩给予足

够重视，其占综合成绩总分比例不低

于85%，因而学科基础扎实的学生在

“强基计划”中更能把握主动权。

“当下，有些学校为让部分学科特

长生被直接保送名校或获得自主招生

优惠降分，把这些学生的全部精力都

放在某一门学科竞赛辅导上，而放弃

参与其他教育教学内容，‘成败在此一

举’。这种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做法

是十分要不得的。”宁波市镇海中学校

长吴国平认为，“强基计划”直面现实

问题，不仅提出了更加具体可行的评

价办法，而且引导高中学校理性回归

教育规律和常识。

“有别于过去自主招生‘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的选拔定位与培养

模式，‘强基计划’精准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实现高校人才选拔培养与

国家发展战略的同心同向。”近日，杭

州第二中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基础学科

拔尖人才培养的研讨会，校长尚可在

会上指出，“强基计划”打破了高等教

育与基础教育在学科教学、培养模式

等方面的壁垒，今后将倒逼中学调整

育人模式，更好地实现中学教育与高

等教育之间的衔接。

如何实现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有效衔接？尚可分析，对高中学校而言，

落实到具体教学上，要做的就是全面夯

实学科基础，建设基础学科的“学科基

地”。“未来，高中学校应积极培养学生对

基础学科的兴趣，并引导学生做好生涯

规划。”他补充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

被‘强基计划’中的试点高校录取，学生

入学后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因此更加

需要从中学阶段就在学生心里埋下一颗

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种子。”

“高中教育有三个任务：一是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二是为高

等教育及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三是为

个人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任学宝强

调，学校要在夯实基础学科的前提下，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学生的

家国情怀，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

家需要有机统一起来，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培养方式将提供更多选择
除了高考成绩占比不低于85%以

外，“强基计划”中15%的综合成绩是

学生的校考成绩，这对学生的综合素

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一考核方式

将成为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科素质

和专业志趣培养的风向标。”在北京师

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晓辉看

来，中学阶段既要提供让学生全面发

展的课程，又要提供使其学有特长的

特色课程。

“高中学校应该主动在课程建设上

加以改进，开设多样化的选修课，为学

生的多元发展打好基础。”尚可介绍，杭

二中目前不仅有国家课程、学校特色课

程，还创设了衔接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

选修课程。每学期，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近20名教授走进该校，为学生们带来

前沿学科的课程内容简介。“这样的讲

座几乎每周就有一场，这对营造学校的

学术氛围十分有益。耳濡目染之下，学

生的专业志趣就自然而然地培养出来

了。”尚可强调，课程建设要为学生的发

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基础教育需要遵循创新人才成

长规律，中学阶段是创新素养培养、创

新人才成长的关键期，我们对人才培

养的内在规律、方式方法的认识和把

握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吴国平举例

说，比如，如何借助教育心理学理论、

教学研究成果重新把握学习的本质、

教学的本质和课堂的本质；如何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

能来转型升级现有的教育教学体系；

如何及早发掘、科学培养具有特殊天

赋的学生等。

为此，镇海中学近年来在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上作了大胆尝试，形成了

包括学校文化浸润机制、两端延伸联

合培养机制、特色课程深化建设机制、

创新教育师资培养使用机制、教学生

态创新机制在内的五大机制。“依托

‘强基计划’，学校将继续为拔尖创新

人才的成长培育优质土壤，把学生的

兴趣、特长转化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

的学科、专业、职业上去。”吴国平说。

□许朝军

近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

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 中 心（CNNIC）联 合 发 布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结果显

示，未成年人学龄前触网比例

显著提升，互联网对于低龄群

体的渗透力持续增强，32.9%的

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

用互联网。这一趋势对家庭的

上网技能教育、网络内容监督

管理、互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

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网络对于青少年来说，是

一把“双刃剑”，它在发挥积极

作用助力其成长的同时，一些

不良信息也成为阻碍其身心健

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因此，近

年来，青少年触网行为引发社

会高度关注，也成为职能部门

尤其是网信部门监管和治理的

重点。但其中学龄前儿童的触

网问题，目前并未受到应有的

关注和干预。在不少人看来，

学龄前的儿童即便使用电脑、

平板电脑和手机上网也不会出

什么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调查结果看，学龄前儿童触

网后的主要活动为听音乐、玩

游戏，部分还会接触抖音之类

的社交平台。这些现象同样值

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警惕。

相较青少年，学龄前儿童

虽然心智尚未成熟，但模仿能

力很强，不良信息对稚嫩心灵

的负面影响和影子效应较为突

出。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成

人以“小孩子懂什么”的心态对

待学龄前儿童触网行为，纵容

其无序上网、不良触网习惯等

形成，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可想而知。更关键的

是，学龄前儿童因为几乎不具备辨别能力，盲

目模仿和过度参与网络娱乐，更容易对其日后

的知识学习、良好习惯养成、健康行为导向造

成负面影响。尤需注意的是，过度接触电子产

品是造成学龄前儿童视力下降的“头号杀手”，

还会引发肥胖等身体健康隐患。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学龄前儿

童触网比例不断提升、触网概率不断增加的现

象会越来越突出。不管是从学龄前儿童的成

长实际出发，还是从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权

益的角度出发，越是年龄小的孩子，越需要我

们超出平常的关爱和呵护。目前，我们最需要

做的就是从触网那一刻抓起，为未成年人尤其

是学龄前儿童构筑健康安全的成长防线。首

先，职能部门要从完善机制、构建互联网信息

防火墙和青少年健康防护网的角度，研究落实

基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绿色防火

墙”制度，推行青少年实名上网制度，从源头上

杜绝不良网络信息侵害未成年人尤其是学龄

前儿童。其次，家长要提高对学龄前儿童触网

的警惕，家长自身在孩子面前不沉溺网络、不

过度依赖网络，同时科学引导孩子上网，坚持

做到定时间、定内容。其三，教育部门开展健

康上网行为引导和推行基本互联网信息知识

普及教育，将信息化背景下触网行为的教育引

导纳入小学和幼儿园教育的重点。另外，相关

部门应对社会互联网经营机构、各类游戏平

台和网络App开展净网行动，依法打击和治理

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安全和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构建科学而全面的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机制，从源头上杜绝学龄前儿童受不良网络

信息的侵袭和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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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计划”给中学教育带来了什么？

视点第

近来，长兴县水木花都幼儿园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开展玩转呼啦圈、欢乐滚轮胎、
骑三轮脚踏车、单人足球练习等趣味运动游戏，
以此增强幼儿身体素质。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钟小晓 摄）

□本报实习记者 秦钰阳

复学后，慈溪市周巷镇潭北小学

校园里的漫画宣传窗里又挂上了孩

子们的新作品。这一次，所有作品都

与“疫情下的礼仪”主题有关：咳嗽、

打喷嚏时主动用纸巾或胳膊肘捂住

口鼻，与他人至少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不歧视和欺负生病的人，不排斥外来

人员……自确立2019学年“礼仪教育

主题年”以来，该校每个月都会生成一

个礼仪教育主题活动。这段时间，孩

子们以儿童漫画为载体，创作了一系

列疫情之下的礼仪漫画，获得了良好

的宣传教育效果。

潭北小学是一所农村完全小学，

由3个薄弱村小合并而成。学校办学

底子薄，既没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也没

有优越的办学条件；生源流动性大，有

80%的学生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所乡村学校

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教育发展之路，

该校因其漫画特色而成为全国优秀漫

画教学基地、浙江省艺术特色学校。

走进潭北小学，青石地面的走廊、

马头墙相交错的书院，令人仿佛置身

江南园林。穿廊而过，校园内布置了

大量由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手绘废

旧硬板纸做的瓦当、酒坛丙烯画、创意

鹅卵石画、鸡蛋包装垫上的彩绘等跃

然于眼前，俨然是一个现实版的“漫画

世界”。该校校长张洪锋介绍，早在

2005年，学校就开始探索儿童漫画教

学，打造了一个集漫画展示、教学、创

作、交流为一体的儿童漫画教学基

地。同时，该校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与当地古旧家具特色产业有机融入到

校园设计中，先后建成了教师漫画创

意中心、学生漫画创意中心、儿童漫画

展厅、漫画长廊、班级漫画展示区等功

能区块，为开展儿童漫画教学研究提

供了强有力的硬件设施保障。

“光有硬件还不行，软实力必须得

跟上。”张洪锋说，为了建设一支专业的

师资队伍，他牵头成立学校漫画创意工

作室，陆续吸纳了不少当地美术学科的

教坛新秀和美术专业科班出身的美术

教师。从一支笔、一张纸开始，该校开

设漫画特色教学课、举办校园漫画节，

再加上漫画作品收藏展示、优秀漫画读

本推荐、漫画临摹比赛等活动，一步步

改变了这所农村学校。“漫画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成就了学生的自信心，

同样也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发展。”

张洪锋感慨。

随着漫画特色的发展，该校还在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继续发力：与慈溪

市公安局合作创编《贝贝历险记》学生

安全读本；与市委宣传部合作创编《漫

画慈溪好人》；完成市司法局漫画法治

教育读本；为周巷镇创作动漫形象和

“十不”规范漫画版……这些年，孩子们

的创意走进了大街小巷，漫画德育也成

了当地教育的一张名片。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琦敏）每天午餐

时间，丽水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的孩子

们都能光盘，这并不是幼儿园的饭菜被施

了魔法，而是色香味俱全的营养午餐本身

就出自孩子们的创意。近来，该园开展

“DIY营养餐”活动，引导幼儿在参与食谱

制定的过程中，改掉厌食挑食的小毛病。

该园副园长陈晓蓓说，安全、均衡、

营养的膳食是幼儿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

前提，但幼儿偏食、厌食、肥胖和营养缺

乏等情况屡见不鲜。如何才能让幼儿养

成健康合理的饮食习惯？该园大班教师

阙丽芬创设了“DIY营养餐”活动。从完

成“我的食谱我做主”表单，到甄选食材、

试吃营养餐，再到保健人员、厨师进课

堂，她引导幼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

践。经过前期的学习，班里的孩子不仅

认识了各种食材、初步了解膳食结构，而

且渐渐开始关注幼儿园中的餐点，同时

观察家里的饮食搭配情况，对其进行点

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了让幼儿真正参与食谱制定，阙

丽芬专门在班里召开了一次膳食营养

主题讨论会。在保健医生的指导下，师

幼共同剔除了不健康的、多数人不爱吃

的，以及不适合在幼儿园烹调的食物，

最后甄选出了15种食材。由此，孩子们

“开发”出了各自的食谱，并以投票的形

式选出了最受欢迎的营养食谱。这份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食谱成为该园第

一份“DIY营养餐”。随后，该园其他班

级也开启了“DIY营养餐”活动。

一所乡村小学的“漫画世界”

幼儿挑食厌食怎么办？让孩子参与营养食谱制定

近日，诸暨市山下湖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正忙
着给家乡特产“代言”。他们不仅走近蚌塘学习如何
剖蚌取珍珠，还开起了直播向网友们介绍不同种类
的珍珠。 （本报通讯员 寿芳琴 刘瀚龙 摄）

““我我为家乡特产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