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蔡
文玲） 4月15日，在大

兴区“深度学习教学改

进项目研究基地（北京

市大兴区）启动暨培训

会”上，大兴一中、兴华

中学等 13 所学校成为

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

目第一批实验学校。

此次会议采用线

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

式，由教育部课程教材

研究所、大兴区委教育

工委、大兴区教育委主

办，北京市大兴区教师

进修学校（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大兴分校）承

办。教师进修学校设

主会场，各校设分会

场，各中小学校长、教

学干部、骨干教师、教

研员参会。

大兴区副区长周

冲表示，大兴区教师进

修学校与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合作办学以

来，双方在共享优质资

源、搭建学习平台、建

立“造血机制”、服务全

区教育质量提升方面

取得良好成效。她对

项目实施提出了三点

要求：一是以项目为载

体，搭建交流平台，学

习先进理念，提升区域

教研水平，推进课程教

学改革，促进学生发

展；二是通过项目实

施，实现课堂教学提质

增效，教师教学研究能

力明显提升，区域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三是通

过项目实践，提炼、完

善成果和经验，培育并

推出教学创新领军人

物和课程教学改革先

进学校。

教育部课程教材

研究所副所长刘月霞

表示，课程教材研究所

将在以下方面提供专

业引领、过程指导和资

源支持：指导研制实施

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线

上线下相结合解决工

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根据需求，进行通识指

导和学科指导；组织或

指导多种形式的研修

活动和学习交流；及时

分享项目研究成果，不

断总结提炼各层面项

目研究工作的典型经

验和成果。

大兴区教师进修

学校执行校长申军红

细致解读了深度学习

教学改进项目的背景、

目标、内容、进度设计、

机制建设以及预期成

果。在课程教材研究

所专家指导下，教研员

和骨干教师将结成研

究与实践协作体，聚焦

课程改革与“双减”落

实的核心任务，系统改

进教学，实现课堂提质

增效。

启动会后，总项目

组综合组的 5 位专家，

围绕深度学习主题，从

价值意义、内涵特征、

教学设计、教学实践、

教学评价等方面，开展

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

目通识培训。高中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学、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和体育与

健康 12 个学科的研修

活动也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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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大兴一中、兴华中学等13所学校成为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

目第一批实验学校。 赵文君 摄

本报讯（记者 许 卉） 4 月

19日，北京一零一中教育集团与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简

称“中科院计算所”）签约建设

“芯片与计算思维创新人才培养

基地”。

一零一教育集团校长陆云

泉阐述了学校英才学院设立芯

片与计算思维实验室的初衷。

他表示，要解决中国在某些前沿

领域遭遇的“卡脖子”难题，基础

教育有必要在教育均衡发展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探索道

路。芯片与计算思维实验室的

成立将为“中学是否能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拔尖人才是否就是

创新人才”两大问题提供解题思

路。今后，双方将共同探索把计

算机前沿课程编纂成校本教材

引进中学教育体系中，创新中学

计算机课程教学模式。学校将

借助科研院所的力量为传统教

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让基础教

育关注科研前沿，探索“科教融

合”的教育实践模式，为中国基

础教育提供可供参考的案例。

中科院计算所科学技术协

会常务副主席、研究员包云岗表

示，中科院计算所科协会以利用

科研中坚力量支持基础教育发

展为教育理念，与一零一中共同

搭建好芯片与计算思维实验

室。他指出，中学阶段与大学阶

段的计算机课，中间有断崖式的

差别，因此科协会希望利用大学

课程中的实践经验，组织建构一

系列适合“大中”衔接的课程，做

好“大中”计算机课程衔接。

一零一中英才学院院长陈

争介绍，芯片与计算思维实验室

将开设普及性和项目式两套并

行的课程。

普及性课程在初中阶段开

展，通过系统课程，从进制、逻

辑、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等集成

电路必要知识，普及集成电路及

工艺的基础理论，学习集成电路

设计思维、流程和设计方法，提

高对集成电路产业的认知。

项目式课程在高中阶段开

展，要求学生掌握 FPGA 运行

环境及运用 FPGA 设计芯片的

过程及实施，掌握 Verilog 语言

的简单语句及运用。在此基础

上，采用导师制、课题式的培养

模式，提高中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勇于探究的科学创

新精神，引发学生对行业的深入

思考。

目前，实验室已经着手相应

的课程和项目开发，并在初二年

级初步开展了课程实施。

大兴区“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研究基地”启动

首批13所实验校加入

北京一零一中联手中科院计算所

共建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将启用中小学健康监测新标准
脊柱侧弯首次纳入监测

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 记

者日前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

站获悉，备受家长关注的脊柱侧

弯将纳入中小学健康监测，教室

人均面积、课桌椅、黑板、采光、

照明等教学生活环境也将每两

年进行一次监测。这一新标准

将从7月1日起实施。

按照这一新标准要求，本市

将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分析

中小学生健康相关信息，动态掌

握其健康状况和健康影响因素，

并及时将监测信息报送或反馈

给有关部门。按照监测分类，中

小学生健康监测应包括学生常

规健康检查、学生常见病和健康

影响因素监测、教学生活环境监

测三类。

记者从标准中列出的检查

项目及要求附录表中了解到，除

了常规的身高、体重、肺活量、视

力、龋齿、耳鼻喉等检查项目外，

还要检查孩子的腰围、臀围、血

压、血红蛋白等诸多指标。备受

家长关注的脊柱弯曲异常情况，

以及孩子的月经初潮或首次遗

精年龄也被纳入了健康监测项

目中。此外，初一、高一还要额

外进行色觉监测，高一还增加了

牙周监测。

监测不仅针对中小学生个

体进行，还同时针对孩子的教学

生活环境展开。教学生活环境

监测的频次为每两年一次，每所

学校应选择不同楼层、不同朝向

的 2 间普通教室开展监测。健

康监测队伍将现场测量教室的

人均面积，同时对课桌椅、黑板、

采光、照明及噪声进行监测。在

采暖季，还将开展教室微小气候

和教室换气检测。

中小学生进行健康监测的

场地有着严格要求。标准中提

出，健康检查可设置在医疗机构

或学校内，要有学生集合场地，

并设有不小于 20平方米的室内

候诊区。内科检查宜配备诊疗

床，口腔检查要配备简易诊疗

椅，采血时要配备带有靠背的座

椅，血压测量要配置单独房间且

冬季温度不低于18℃。

健康监测过程中还特别提

出了“隐私保护”的要求。如在

进行体重、内科、外科及发育情

况等需男女生分开检查的项目

时，检查室各不少于1 间，如房间

不足应男女生分时段轮换检查；

涉及敏感或隐私的项目，要提供

屏风或遮挡物。需要男女生分开

检查的项目，要安排与学生同性

别的检查人员进行。所有涉及学

生隐私的问题及监测操作，都要

提前告知并获得家长及受测学

生的知情同意。监测人员不应

在监测现场公开讨论学生监测

结果和隐私信息。学生健康监

测信息应严格保密，不应泄露个

人标识性信息。信息管理系统

应加密，离机锁屏或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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