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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部门联合破解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问题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住家教师”“高端家政”

“众筹私教”等隐形变异培

训花样翻新、不断变种，对

此，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

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

见》，着力破解学科类隐形

变异培训存在的预防难、

发现难、查处难等问题。

对于如何破解“预防

难”问题，《意见》指出，重

点场所和重点网站的防控

很有必要。培训场所作为

开展校外培训的必要物质

条件，是防范减少违规行

为发生的重要基础。隐匿

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

商务楼宇和出租房屋等场

所的违规培训时有发生，

要严防这些场所。同时，

管好培训的提供方也是防

范减少违规行为的关键所

在。培训的提供方主要包

括机构和人员两方面。在

机构方面，有关部门可对

转型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加

强跟进指导，紧盯托管服

务、违规组织竞赛、中高考

志愿填报咨询等相关机

构，禁止家政服务企业将

校外培训纳入家庭服务；

在人员方面，有关部门可

加大对中小学在职教师有

偿补课和参与违规培训的

查处力度，强化对校外培

训机构裁减人员的就业帮

扶。此外，防治违规培训

行为离不开学生及家长的

充分理解和支持，相关教

育部门还应引导和鼓励学

生及家长不参与、不组织、

不支持违规培训。

准确把握隐形变异培

训的时空形态特点，重点

排查检查是破解“发现难”

问题的有效机制。具体可

分为“三个重点”，即抓住

寒暑假、节假日、休息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盯住违规

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居

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聚焦

“一对一”“高端家政”“众

筹私教”等重点问题，强化

排查整治。同时，有关部

门还应持续开展线上巡

查，通过制定巡查标准，开

展全国和地方巡查，运用

智能巡查手段，确保各类

违规问题随时发现、同步

处理。

在 破 解“ 查 处 难 ”方

面，相关部门除了强化校

外培训违规行为的监管

执法职责，加强调查取证

外，还要做好违规培训证

据收集与固定，建立完善

校外培训综合执法联动

机制，对各种隐形变异违

规培训行为依法依规予

以严肃查处。

本报讯（记者 孙梦莹） 12

月 8日，“通州区中小学学科基

地建设经验研讨会”首次研讨

活动举行。记者从通州区教委

了解到，目前通州区已建立 44

个中小学学科基地。

本次研讨活动立足区级层

面学科基地的整体建设与运行

管理，选取学科基地建设的典

型代表，作为样本进行分享，研

究学科基地建设的典型经验与

做法策略，探讨学科课程建设、

学科基地在学科教研体系中的

价值与路径等，为区域学科基

地建设积累过程性成果，梳理

阶段性经验成效。全区 1700

余名教师在线参加研讨。

通州区教委副主任付树华

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区校合力，

需从区级层面统筹规划与系统

推进、区域研修体系建设、学校

主动作为与深度研究等方面持

续发力，充分发挥学科基地的

研究、攻关、引领、辐射作用，切

实推动通州区基础教育走向高

质量均衡发展。

截至目前，通州区已建立

44 个中小学学科基地，涵盖小

学、初中、高中各基础教育学段，

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美术等多

个学科。学科基地由通州区教

师研修中心统筹实施推进，并且

建立了责任研修员引领机制，指

导学科基地开展研究。

据悉，中小学学科基地建

设是通州区教委进一步深化基

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重要

创新，将充分激发通州中小学

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活力，发

挥教研工作的专业支撑作用，

发展区域教研共同体，做“强”

学科，做“实”教研。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学科
化学
物理
数学
数学
物理

思想政治
语文
地理
英语
语文

学校
潞河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潞河中学
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
运河中学
潞河中学
永乐店中学

通州区学科基地名单（高中组)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通讯员 赵长顺）“加强整

体性教学设计、加强对知

识本质的理解、教学内容

要创设真实情境……”日

前，密云区巨各庄中学举

办数学和历史学科线上研

修活动，邀请海淀区初中

数学教研员刘忠新和北京

市三帆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陈化锋进行指导和培训，

着力打造“巨人课堂”，提

升教师对学科核心素养的

理解及新课程设计理念。

在活动中，数学教师

许文伶做了一节二次函数

解析式的研究课。课堂内

容由函数转化为方程组，

过 程 清 晰 ，解 题 方 法 开

放，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

交流形式，注重学生实际

获得。在评课环节，海淀

区初中数学教研员刘忠新

与巨各庄中学教师全程互

动，提出建议指导。历史

教师敬金玉通过腾讯会议

做“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研究课，密云库南一学区

各校教学干部和历史教师

线上观课。观课后，在各

校教师交流研讨的基础

上，北京市三帆中学历史

高级教师陈化锋对课程进

行了具体评价与指导，并

针对初三历史教学、落实

核心素养和新课标要求对

全体学区历史教师进行了

培训，解决老师们的疑惑

和问题。

密云区巨各庄中学校

长王建东介绍，“打造‘巨

人’课堂，提升教师对学

科核心素养的理解以及新

课程设计理念，依托线上

资源是教师研修的重要路

径。”此次活动是依托线

上平台，利用市区优质资

源，深度解读《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与新课标，开

展的系列学习、研讨活动

之一，是学校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目标，基于理解

性教学观，要求教师改革

当 前 课 程 结 构 、教 学 形

态，促进教师将新课标理

念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你看

过探秘海底时间的科研过程

吗？你知道伊比利亚半岛的科

考船上科学家每天都在做什么

吗？在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第397

航次“船—岸连线”活动，北京市

第一六一中学初三生通过直播

连线“近距离”领略北大西洋的

壮观景象，云参观科考船内部的

多学科实验室。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及其

前身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大洋

钻探计划和深海钻探计划是

地球科学历史上规模最大、影

响最深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之一。此次直播活动以“探古

老岩芯 寻气候密码”为主题，

北京大学副教授黄宝琦以及科

考船上的两位连线专家——北

京大学博士庞晓雷和中山大学

副教授吴家望，共同为学生科普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第 397 航次

的科考任务、目标、成果以及科

学家生活等，让海上科学考察走

进学生课堂。

除了对船上的工作场景进

行多方面展示外，直播还设置实

时互动环节。在线观看的北京

市第一六一中学、贵阳市第三实

验中学、宁夏海原县第四中学等

学校学生代表与连线专家交流，

向船上专家提问并得到了耐心、

细致的解答。

“随着科技的发展，上天入

海从不可能到一一实现，这凝

聚了每一代科学家的辛苦付

出。钻探船实验室在一望无际

的苍茫大海上漂浮着，那么渺

小又那么伟岸。我深深感受

到，科学家们虽然看起来是孤

独的，但他们内心是丰富的，他

们的执着和敬业缘于对科学的

热爱。”学生宋景文感慨道。而

热爱地理的刘柏麟说：“大洋的

沉积物就像一本厚厚的档案，

记录了地球气候变化的历史。

通过仔细研究，科学家就有可

能分析出每一次气候变化的来

龙去脉，为系统、全面认识全球

气候变化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从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规律。

屏幕里一丝不苟工作、细致详

尽讲解的专家是我的榜样，激

励我不断努力。”

此次活动前，针对大洋钻

探这个同学们相对陌生的科学

研究领域，地理教师于竹筱专

门结合科考主题，开展了一次

小型科普讲座，带领大家回顾

国际大洋发现计划在过去 50

年的发展历程，讲解海洋钻探

的目的，并结合大洋钻探科考

成果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

一般过程，提升学生的科学思

维能力。学校还发挥优质科技

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带动北

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密云分校和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分

校的师生共同参与其中，感受

科技的力量。

密云区巨各庄中学

跨区研修打造“巨人”课堂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连线科考让学生“近距离”探秘大洋

通州区已建立44个学科基地

密云区巨各庄中学数学教师许文伶正在做二次函数解析式的研究课。 本报通讯员 张月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