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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 北京

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支持

海淀教科院未来学校教育集团

办学签约仪式日前在北京中法

实验学校举行。

北京中法实验学校一直以

来做精做实法语特色教育，注重

培养学生精通语言、与世界交流

的沟通能力。在新的发展机遇

下，学校将依托集团优势，借助

高校力量，用足用好相关资源，

聚焦课程的系统化设计与创造

性实施，深化校外专家、校内教

师合作机制，将跨文化比较学

习、跨学科主题学习和跨场域体

验学习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海淀区教科院院长、海淀区

教科院未来学校教育集团总校

校长吴颖惠指出，海淀区教科院

未来学校教育集团将充分发挥

集团化办学优势，以“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共谋发展”为原则，尽

全力帮助学校与专家团队开展

直接、全面且深入的合作，构建

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高品质课

程资源体系，打造国内一流的师

资团队，高水平开展法语教学研

究活动，实现学校法语特色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更多高层

次、高水平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提供助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

化学院王鲲副院长表示，国家对

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长，对一体化贯通培养提出了更

高要求，海淀区教科院未来学校

教育集团对基础法语教育的系统

化设计符合时代精神和现实需

要，与学院“关注学科前置需求，

打破传统语言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轨迹不谋而合。此次合作对

形成高质量的多语种教育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能依托教

师发展共同体机制，以教学研究

为核心，推动中小学和大学之间

的互动与合作，促进教育资源的

共享和优化，从整体上不断提升

法语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 12月

14 日，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

《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市级补

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正式印发，对示范校

的可持续发展给予市级资金支

持（不含高等学校），每所示范校

提供补助资金50万元，用于支持

示范校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

融合创新和教育数字化转型。

此前，北京首批智慧校园示

范校名单公布，41所大中小学入

选。另根据规划，北京要在“十四

五”期间遴选 100 所智慧校园示

范校，引导学校创建新技术赋能

下数据驱动、自适感应、泛在互联

的新一代学习环境，发挥示范校

带动引领作用，激发各学校数字

化转型的活力与动能，全面服务

学生更高质量的获得与成长。

按《办法》规定，经费使用要

充分促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

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新技术对教

育教学改革的支撑作用，主要用

途包括：支持示范校实施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促进教学体系、

课程体系的优化升级；优化改造

智能教学环境，探索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整合汇聚各类数据资

源，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新型校

园治理体系；使用数字教育资源

及服务，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促进教育均衡公平；持续完善教

学管理、教师发展、教学评价等

信息系统，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推进“互联网+基础教育”，推广

双师课堂、融合课堂、在线辅导、

在线研修等场景应用。

在经费的使用管理上，北京

市教委明确表示，示范校要按照

“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结合

实际制定补助资金使用方案，确

保专款专用。示范校不得自行

调整资金投向，市教委将会同市

财政局对补助资金的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使用不规

范、支出缓慢的区或示范校将提

出限期整改要求。

本报讯（记者 孙梦莹） 12月

20日，“以美育人，全面发展——海

淀区中学书法教学现场会”在北

京市玉渊潭中学召开。在研究课

上，初中学生在书法教师的指导

下制作“妈妈的日历”，在母亲的

生日月写下表达祝福的书法。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市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办，北京

市玉渊潭中学承办。北京市玉

渊潭中学精心设计活动内容，通

过校内书画展览、书法研究课、

美育成果汇报等形式全方位展

示学校美育工作实施过程及成

果。书画展以“奋楫扬帆 笃行致

远”为主题，共汇集展出学生软

硬笔作品百余幅，艺术形式丰

富，展现了学生由初学到后期的

学习状态，生动呈现了新时代中

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校

园艺术教育成果。

“部件为什么要收缩，观察

例字和美术作品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的视觉中心偏上……”书法

教师张喻的“母爱无言，以书寄

情”研究课将多学科知识进行融

合，旨在突出书法“表情达性”的

功能，强调书法与生活的紧密联

系，实现以书育德。学生通过学

习隶书和楷书上下结构的特征、

横幅的章法布局特点，提高审美

素养及书写能力，并通过书写作

品传情达意，感恩母亲。

在点评环节，首都师范大学

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周侃认

为，书法研究课能够巧妙地将书

法与美术、德育等相结合，教学

设计新颖。北京城市学院书法

史论教研室主任张红军则认为，

课程突出体现了书法的美育功

能，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书

写实践能力。

本次活动中，玉渊潭中学被

确定为北京城市学院“书法学专

业实习基地”。同时，玉渊潭中

学“渊·美”学生艺术成长中心也

宣布成立。

玉渊潭中学执行校长马耀

国介绍，学校通过“以美育人、以

美培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聚焦优势教育，规划发展路径，

学校将成立三个学院、八个学生

成长中心。“渊·美”学生艺术成

长中心成立后，学校将建立专家

指导库，凝练学校的美育课程特

色，搭建展示平台，让学生在分

享展示中培养兴趣，汇聚学校、

家长、学生、社会资源，形成美育

合力，再将成果辐射到社区和

周边。

本报讯（记者胡梦蝶 通讯员
李甜甜 王业霞） 12月13日至15

日，门头沟区新桥路中学开展了

为期三天的特色“冰雪课程”。本

次课程依据文献研究，以跨学科

综合实践的形式开展，教师带领

学生围绕科学、美育、劳动与生活

三条线索展开设计和创意，号召

学生做小小研究员、小小美学家、

小小劳动者和安全员。

在科学类综合实践课程中，

化学教师引导学生观察雪花的

形状、物理性质，并以照片、视频

等形式记录下来。学生通过实

践，联系已学过的水的化学性

质，讨论雪花的化学性质。最

后，学生动手进行食盐的结晶实

验，体验晶体析出之美，并运用

已学知识分析晶体析出的原因；

生物教师带领学生结合当前天

气，利用网络资源，学习以“解密

神奇的寒带地区生物”为主题的

实践活动，分别就探究极地动

物、探究北欧人、探究寒带植物

几个话题展开学习；地理教师带

领学生探究关于气象观测和气

象预警的相关知识，并探究雪的

等级、成因和影响。学生开动脑

筋，运用文献素材和线上线下多

种资源及方式，将学习与生活相

联系，学以致用。

此外，学生还通过美术作品

和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所思所

感，利用书画、诗歌等形式，展现

冬的情趣、冬的魅力和对冬的无

限遐想。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社区志愿扫雪，让学生加入

“扫雪铲冰的大课堂”中，他们的

表现得到了学校和社区的肯定

和赞扬。

新桥路中学学生蒋思妤的

实践作品在班级、学校等不同平

台得到了展示，她说：“我先后参

与了地理、生物、语文、物理、化

学、美术和劳动等学科的学习和

实践，在冰雪相关科学知识上有

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在综合

问题的解决上有了更多、更专业

的处理方法，在冰雪的认识上有

了更准确、更具有艺术性的感悟

和表达。”三天的冰雪课程让她

不仅收获了知识和能力，拓宽了

思维角度，还拥有了更强的自信

和不断向上的动力。

新桥路中学副校长赵芳表

示，在这次“冰雪课程”中，学校借

助“大雪纷飞”的现实背景，结合

学科内容，带领学生走近冰雪，迈

进文献，具体实践，进而学习相

关学科知识，最终通过美术作品

和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还通过劳动的形式扫雪铲冰共

建美好环境。该课程不仅增加

了学生的基本知识，而且提升了

资料搜集、问题解决、实验探究、

艺术表达、劳动技能等方面的能

力，很好地实现了为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助力的功效。

两所大学助力
中法实验学校一体化办学

新桥路中学跨学科实践
打造特色“冰雪课程”

本市将为智慧校园示范校提供补助

海淀书法教学现场会

学生书写日历送妈妈

12月20日，海淀区中学书法教学现场会上，玉渊潭中学学生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书法，

准备书写“妈妈的日历”。 本报记者 孙梦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