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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考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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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202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笔试课程考试今天开考。每位考

生都是自己守法的第一责任人。在

自考过程中，考生要遵守考纪，诚信

应考，杜绝作弊。

“以诚取信，以信取胜。”诚信考

试是一种品行，更是对知识的尊重。

“人无信而不立”。 诚信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更是立身之本、立业之

基。自考是检验考生自学能力和效

果的重要手段。一场“真实”的考试，

不仅为考生提供了解自己学习质量

的渠道，还为下一阶段学习提供了参

考。考生只有用诚信之心应考，保证

考试过程的公平公正，才能确保考试

结果的真实可靠，为自己今后的学习

提供科学指导。

“学以载道，诚信为本。”诚信考

试是一种责任，更是对他人的尊

重。在疫情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教

育考试招生部门为每位考生健康平

安赴考，付出了大量心血。考生应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自觉维护考

试公平。自考无捷径，作弊从不是

取得好成绩的“捷径”。只有端正态

度，诚信自律，才能对己负责，不负

初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考试作

弊必将受到重罚。考试作弊行为破

坏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妨碍

公平竞争，破坏社会诚信，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教育考试部门对考

试违规违纪行为秉持零容忍、绝不

姑息的态度。对于涉考违法犯罪行

为，将坚决配合司法机关严厉打

击。自考生不可心存侥幸心理，要

胸怀坦荡，与诚信携手同行，与舞弊

挥手作别。

文明考风，人人有责。公平正

义的考试环境需要每位考生的共同

努力。希望每位考生都能严格遵守

考场纪律，手握诚信之笔，书写高尚

考风，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去追寻人

生理想。

（苗 露）

以诚取信 从容应考

本报讯（记者邱乾谋） 教育部近

日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和当前疫情形

势需要，对此前相关技术方案进行

修订调整，印发了《高等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中小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

方案（第五版）》和《托幼机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

此前，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

委分别于2020年4月至5月、2020年

8月、2021年2月、2021年8月印发了

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一至四版。

新版方案在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

常态化管理要求基础上，增加了校园常

态化监测预警，细化完善了出现疫情后

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卫生保障要求。

新版方案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

调整。一是强化疫情防控常态化管

理要求，根据不同学校环境和师生

来源特点，针对性落实校园出入管

理、师生员工管理、重点场所和区域

管理、环境卫生整治、校内个人防护

等措施，着力防范疫情输入校园。

二是增加校园常态化疫情监测预

警，及时监测疫情形势变化，严格实

施人员健康监测、体温检测、晨午检

和因病缺课缺勤追踪登记等措施，

定期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核酸检测抽

检。如所在县（市、区、旗）发生疫

情，要根据疫情扩散风险加密核酸

检测频次，提高核酸检测抽检比例，

鼓励增加抗原检测，加强学校疫情

早发现力度。三是细化完善疫情应

急处置要求，如校园出现疫情，要立

即完成常态化和应急机制转换，做

好传染源控制和管理、风险区域与

风险人员划定管控，有序落实封闭

管理、人员转运、核酸检测、健康监

测、环境消毒和垃圾处理等，确保最

短时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四是对

适龄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提出要求，

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鼓励 3

岁以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群应接尽

接，推进符合条件的 18 岁以上目标

人群加强免疫接种。五是强调做好

师生员工人文关怀和服务保障，加

强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引导和心理疏

导，及时回应师生员工合理诉求和

关切。六是强调校园疫情防控的督

导检查和风险排查，相关部门安排

专人定期检查评估，确保学校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教委

获悉，《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出

台。办法规定，本市中小幼教

师在5年内必须完成累计不少

于 36 学分或特定要求学分的

培训。

2025年底完成规定学分
可获教培结业证书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教师

资格的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

园在职教师，包括普通中小

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特

殊教育机构、校外教育机构、

区教师培训机构、教科研机构

等学校和机构的在职教师。

培训学分指教师参加由

市、区教委认定的教师培训机

构组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培

训、进修学习、教研、科研，以

及由所在学校举办的、经区教

师培训机构审核的校本研修

等所获得的学时折算而成的

学分。教师5年内完成的总学

分由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校

本研修课程三部分学分构成。

教师培训机构或学校负

责及时将教师参加培训获得

的学分通过“北京市中小学教

师培训管理系统”上报。区教

师培训机构负责对各类培训

学分进行定期审核。北京市

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对教师培

训学分进行达标认定。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完成规定学

分的教师，由市教委统一核发

教师培训结业证书。

必修课分公共必修课和
专业必修课两部分

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

和专业必修课两部分，其中公

共必修课 8 学分、专业必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总计不少于

18学分。

公共必修课包括“思想政

治素质与师德修养”“教育政

策与理论”“学生发展”“现代信

息技术”四个主题，总计 8 学

分。其中“思想政治素质与师

德修养”主题计 3 学分，“教育

政策与理论”主题计 3 学分，

“学生发展”主题计1学分，“现

代信息技术”主题计1学分。

由市、区教委正式立项，

以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为目标

的学科课程类培训可定为专

业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原则

上按照 10 学时折合 1 学分计

算。学分累计超过10学分的，

超出部分的学分可折抵选修

课学分。

选修课程包括专题选修

和自主选修，总计不少于 6 学

分。专题选修课程为市、区教

师培训机构针对特定培训对

象开展的各种拓展性、政策

性、时事类专题课程。自主选

修课程是在教师培训机构的

指导下，按照一定主题，由教

师个人选择学习的课程，其中

包括网络学习、读书自学等。

教师参加选修课程学习并合

格，原则上按照 20学时折合 1

学分计算。

新入职教师须完成
不少于120学时上岗培训

校本研修课程指学校依

据发展需要和教师队伍建设

需要，按照区教师培训机构审

定的方案，组织开展的研修活

动。校本研修课程学分每年

2.4 学 分 ，总 计 不 少 于 12 学

分。教师参加所在学校组织

的校本研修活动，原则上按照

20学时折合1学分计算。

新入职教师指 2021 年及

以后首次任教的教师。新入

职教师必须完成不少于120学

时的上岗培训。所在区或学

校不得以其他类型的教师培

训 代 替 新 入 职 教 师 上 岗 培

训。新入职教师完成上岗培

训后，按本办法规定参加相应

的各种培训，平均每年获得不

少于7.2学分。

2021 年及以后从外省市

或境外调入的教师，自调入年

度起，按本办法规定的学分参

加相应培训，平均每年不少于

7.2学分。

教师在“十四五”时期参

加学历教育或研究生课程学

习并合格的，根据“十四五”时

期所学课程和学时数，可按20

学时1学分折抵专业必修课学

分。教师参加教育部“国培计

划”项目培训并合格的，根据

所学课程和学时数，按10学时

折合1学分计入专业必修课学

分。教师参加“北京市中小学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培训并合格的，按 1 学分

计入公共必修课现代信息技

术主题，2 学分计入专业必修

课学分。

教师在“十三五”时期参

加由市、区教委立项，市、区教

师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培训，

在“十四五”时期结业，经培训

统筹管理部门认定，可根据培

训课程类型在结业年度计入

学分。

本办法未能涵盖的学分

认定范畴，根据具体情况，依据

国家以及市级相关文件精神，

由北京市教师发展中心和区教

师培训机构研究议定，报市教

委审核备案，完成学分认定。

（本报记者 安京京）

高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印发

新方案做出六大调整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学生到昌平职校参加银饰制作课程。 刘 柳 摄

本市中小幼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出台

5年内完成累计

不少于36学分培训

（上接第1版）
参选人员应热爱本职工作，遵

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长期在技

能岗位工作，近5年来（2017年以来）

取得的技能成果和业绩贡献突出，

在国内或本市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

平，享有较高声誉，具有技师、高级

技师国家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

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技术技能高超，在技术革新、

技术改造、技术攻关和预防排除重

大事故隐患中成绩突出，并在北京

市或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

2. 在本职业（工种）有被社会公

认的绝招绝技，总结出先进的操作技

术方法，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

同行业较高的生产、销售记录。

3.在编制技术工艺标准、开发工

艺或工作方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一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在培养后备技能人才上，发扬

团队精神，悉心传授技艺，所带徒弟

多人成为企业技能骨干、在各类技

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