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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高考提示
诚信应考 谨防受骗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高考

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驱

使散布涉考虚假信息、贩卖制造焦

虑，甚至实施诈骗，诱导考生考试

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为

此，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结合近

年来出现的典型案例，提醒考生和

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

骗，做到诚信考试。

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避开

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

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QQ群寻

求解答未果。依据相关规定，违规

考生被严肃处理。近年来，教育部

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高考手机

作弊专项治理，让手机“带不进”

“用不了”“传不出”。不久前，教育

部召开的 2023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提到，要把

防范手机作弊作为今年高考安全

的重中之重。高考期间，全国各地

考生将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

控下为梦想拼搏。考试结束后，考

场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回放审

看，确定每一名考生有无违规违纪

行为。教育部要求，考生要自觉遵

守考场规则各项要求，服从考务人

员管理，拒绝携带手机等违规违禁

物品，遵守考试纪律。

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规定，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

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当次

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明确规定，

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携带或者使

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情节严重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

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

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考生和家长要擦亮眼睛，

不要相信虚假宣传。考试命题专家

授课、强化包过、某某同学被录取到

某名校……这样的宣传文案和招生

广告经常出现在各种考试培训机构

的招生宣传中，让不少家长信以为

真。据悉，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

级材料，其保管和运送都有极其严

格的管理措施。各类培训机构根本

不可能保证考生“包过”，也不可能

提供“真题”，更不可能花钱买文

凭。考生切勿听信虚假宣传，上当

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市将遴选首批40所

智慧校园示范校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今年，北京市将遴选首批 40

所智慧校园示范校，这是记

者从市教委了解到的。

智慧校园示范校将通过

申报、区级初评、市级评选等

过程产生。申报学校要拥有

良好的信息化基础条件且创

新能力突出，主动运用新技

术优化教育与管理模式。其

中，中小学校重点在以数字

化赋能教与学模式变革，助

力教师减负，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和育人能力；高等院校

重点在通过智慧校园建设，

在服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

校园治理、国际合作等方面

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拟申报学校要在基础环

境、共性服务、数据资源等方

面已取得较好应用绩效，并

在信息化支撑教、学、管、评、

研、育等教育主业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提升使

用效益、控制成本投入、缩短

建设周期、实现随需迭代、保

障安全运行等方面采取了有

效措施，具有较强的推广和

普适价值。

市教委将统筹考虑智

慧校园示范校和双师课堂

示范校遴选工作，对认定的

智慧校园示范校给予引导

性经费支持，支持学校开展

模式提炼、应用推广、深度

应用等工作，并采取多种措

施宣传推广一批示范案例。

据悉，2023 年北京市数

字教育大会发布《北京市中

小学智慧校园建设规范（试

行）》《北京市高等学校智慧

校园建设规范（试行）》，明

确在 3 至 5 年内实现 85%的

中小学校达到智慧校园建

设要求，遴选出 100 所新型

智慧校园示范校。本市将

凝练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北

京特色、亮点突出的数字教

育应用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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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校英语学业水平测试

本月底进行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北京市中职校英语课程学

业水平测试将于本月最后

一周进行。本次测试内容

为教育部颁行的《中等职

业 学 校 英 语 课 程 标 准》

（2020 年版）要求的基础模

块与职业模块教学内容。

测试采用线上方式，全市

统一命题、统一测试时间、

统一阅卷。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该

项测试旨在对北京市中职

校英语课程教学现状进行

诊断，引导学校、教师、学

生理解《中等职业学校英

语课程标准》（2020 年版），

纠正教学中的偏颇，更好

地贯彻与落实课程标准要

求，推动中职校英语课程

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

测试前一周将发布参

加测试学生的登录信息，

测试前一天在测试平台发

布测试信息，测试当天参

加测试学生在规定时间登

录平台进行测试。北京市

独立设置的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要在本校完成基础模

块与职业模块教学的年级

中 ，自 主 选 取 不 少 于 30%

的学生作为测试对象。各

专业参加测试的学生比例

不得低于本专业年级学生

总人数的 30%。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将组织相关教师进行英语

课程学业水平测试阅卷。

本次中职校英语课程学业

水平测试成绩将为全面了

解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英

语课程教学质量提供有效

数据支撑，测试评价结果

拟纳入本市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年度报告，面向

社会公开发布，为本市中

职校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与

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全市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6 月 5

日，北京市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启

动。活动覆盖大中小幼各学段，普

教、职教不同类型，突出学段、类型

特点，着力打造北京市青少年读书

品牌特色。

北京市青少年读书行动将以

“有组织的阅读”为统领，整体规划

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一方

面各校将增加优质阅读内容供给，

根据青少年认知规律和身心发展

特点，配置适宜的优质图书，并把

读书行动融入学科教学和日常教

育活动，加强学生阅读指导。另一

方面突出学段特点，全市统筹开展

中小学“书香燕京”阅读指导行动，

例如职业院校开展“未来工匠”读

书行动、高校开展“书香激扬青春”

读书行动，并推动家庭亲子阅读行

动，系统推进青少年阅读工作。各

校还将扩大阅读供给空间，营造适

宜阅读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校园

阅读。此外，本市将健全青少年有

组织阅读工作机制，强化“市—区

—校—班—生”五级联动，营造良

好氛围。

活动启动当天，北京第一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昌平区教委、首都师

范大学围绕学校、区域如何开展有

组织的阅读和阅读在教师培养中的

作用等方面交流了经验做法，北京

科技大学教授任福君分享了科学阅

读经验。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丁

梅指出，青少年学生是全民阅读的

重要群体，要切实增强新时代青少

年阅读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找准

需求特点，不断创新青少年阅读工

作方式方法；加强工作协同，提升青

少年阅读品牌影响力。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

主任李奕强调，深化全市青少年读

书行动，要深刻理解开展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的重要意义；深化青少

年阅读的供给侧改革，准确把握开

展读书行动的工作要求和重点；遵

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

“有组织的阅读”推动青少年读书

行动落地见效。

昌平区教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就区域如何开展有组织的阅读发言。 本报通讯员 丁柏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