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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人间世象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新

时代的“京和号”将如何作为？以首善标

准科学援疆、全面援疆、真情援疆，把援

疆扶贫作为检验北京贯彻党中央治疆方

略和脱贫攻坚战略部署的试金石，作为

民族团结、锤炼干部的大熔炉，这是北京

给出的答案，也是掷地有声的承诺。

既是试金石
又是大熔炉

民生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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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学堂甲骨文学堂””进校园进校园

5月 8日，由重庆市沙坪坝区

图书馆、重庆甲骨文字社合作开展

的“甲骨文学堂”进校园活动来到

重庆南开小学，向小朋友们介绍甲

骨文知识、教授甲骨文书法，让孩

子们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图为重

庆甲骨文字社志愿者张明均在“甲

骨文学堂”进校园活动中给小朋友

们带来《走近甲骨文》课程。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顾 玲 张大川

进入5月，青藏高原东部的大山

深处刚刚染绿。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

路上，一片片山村在起伏的山间错落

分布。两个小时车程、几十个急转弯

过后，一座招展着五星红旗的院落终

于映入眼帘，这就是青海省海东市乐

都区芦花乡城背后村的山村幼儿园。

26岁的秦海兄是这个幼儿园内

唯一的教师。在这座地处甘青两省

交界处、海拔约2800米的山村幼儿

园里，目前只有秦海兄和2名幼儿。

“两个好朋友，交叉握握手，变个

兔耳朵，交叉拉拉手……”这一天，3

岁的幼儿陈立鹏生病请假，园内只有

秦海兄和5岁的幼儿郭德凯。新华

社记者来到幼儿园时，秦海兄正边唱

儿歌边给郭德凯示范如何系鞋带。

海东市乐都区属于国家六盘山

集中连片特困区，全区19个乡镇中

有14个在河湟谷地两侧的高寒山

区。“由于交通不便、人居分散、经济

落后，2009年前，城背后等偏远乡村

的学前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乐都

区教育局局长李沛宇说。

2009年9月，在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帮助下，乐都区开始试点贫困地

区儿童早期教育项目，以帮助广大山

区幼儿在起点上实现基本的教育公

平。项目陆续招聘培训了数百名青年

志愿者教师，秦海兄就是其中一名。

秦海兄2012年毕业于乐都职业

学校学前教育专业，2013年通过志

愿者考试后，她主动申请回到这个生

她养她的村庄。“2013年幼儿园里还

有27个孩子，那年夏天，在全乡中小

学‘六一’文艺汇演时，我组织孩子们

穿着用废旧物品制作的衣服上演了

一场‘走秀’……”

提起几年前的往事，秦海兄面

带笑容。从小在山区长大的秦海

兄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上过幼儿

园的孩子在小学生活中会听说普

通话，会养成讲卫生、懂礼貌的好

习惯，在面对学习中的问题时也会

有更强的自信心和解决能力。我

小时候就没上过幼儿园，现在条件

好了，我想让这里的孩子都能上幼

儿园。”秦海兄说。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背后村

200多户人家陆续离山进城，加之当

地去年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城背后村

即使在农忙时节也不过仅有10余户

村民，幼儿园的孩子也越来越少。

2017年，幼儿园只剩下2个孩子。

“孩子们进得少、出得多，现在教

室里没什么声音，以前我站在讲台上

上课，现在只能一对一地授课，人太

少了，有些游戏也没办法开展。”秦海

兄说，“不过就算只有一个孩子，我也

得坚持。”

即使是在白天，整个城背后村也

难觅人影。秦海兄告诉记者，她的父

母也下山在县城附近居住。夜幕降

临，偌大的山区只亮着寥寥几盏灯。

“山里有时晚上会刮大风，窗户

响个不停，还挺害怕，我就戴上耳机，

经常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秦海兄

笑着说，她担心自己变得孤僻，因为

同学聚会时，大家都说她变得不爱说

话，“幸亏手机还能上网，要不然我真

的与世隔绝了。”

因工作原因，秦海兄依然未婚。

当问及她的未来规划时，她说，只要

幼儿园里还有孩子，她就会坚持下

去，“我自己就是在这么贫困的地方

长大的，如果我都不愿意待在这儿的

话，这个地方就更没人来了。”

经过近10年努力，乐都的山村

幼儿园数量已达到107所，在园幼儿

数量增加到 2965 名。拿着不足

2000元的月工资，近200名青年志

愿者教师在艰苦条件下承担起了为

贫困农村山区的孩子提供早期教育

服务的重任。

“教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尤其

是在山区默默奉献的青年志愿者教

师，他们为山区孩子的未来燃烧着青

春，在孩子走出大山的崎岖山路上，

点亮了火把。”李沛宇说。

一 名 老 师 和 两 名 儿 童 的 幼 儿 园
—— 记青年志愿者秦海兄坚守大山深处助学的故事

用奥数来评价天才
并不全面

□ 许言悟

日前一篇题为《奥数天才坠落之后》

的报道引发了热议。该报道勾勒出一个

曾经的“奥数天才”在大学肄业后从事师

范教育的人生经历。这篇文章的标题及

内文描写所反映的观念，不仅引起人物

主人公写文说明，也引来诸多争议。

奥数在中国被大大地神化了。之所

以被神化，不是因为奥数本身的深奥或

有趣，而是因为“有用”。有什么用呢，可

以用于小升初和中考择校的垫脚石，可

以用于大学名校录取的敲门砖。因此，

千军万马争过奥数独木桥的现象，烘托

出了所谓“奥数热”的奇葩景象。人们之

所以将上述文章中的主人公称作“奥数

天才”，那是因为他凭着奥数被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录取。

奥数当然有其深奥之处，但并不神

秘。学习奥数，有能力即可；热爱且学好

奥数多半靠兴趣。不过，即使如此，学习

乃至学好奥数，也只是能力或兴趣之一

种，而非全部能力或所有兴趣。奥数学

得好，只是代表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或

许只是奥数学习的能力，或许也是更多

能力在奥数学习上的显露而已，因此，能

力强者也并非毕其功于奥数；反之，奥数

学得不好，也只是代表学习者的奥数学

习能力或兴趣不高，但却说明不了其他

方面的能力如何。总之，用奥数来评价

学生是否为天才并不全面。

由此观之，所谓“奥数天才”，也只是

奥数学习方面有能力而已。而这些能

力，甚至也并非一定包含着相应的天赋

和热爱。因此，那些从小学习奥数的人，

那些有能力把奥数学好的人，是否就要

在奥数相关方面继续学习研究下去，是

否就意味着在奥数相关学术领域取得成

果，恐怕还不完全取决于能力。由此，那

些奥数学得不好的人，在选择未来职业

上，也未免不是一种幸运；而那些有能力

将奥数学得好的人，是否就一定要在奥

数一条道上走到底才算成功，则与人们

的奥数价值观相关。

奥数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奥数被用

来代表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奥数天才”

的全部能力的观念的形成过程。在上述

争议中，甚至观点对立的论述，其所根据

的却都是同一的奥数价值观。这样的奥

数价值观，其最直接的戕害目标正是奥

数本身，而《奥数天才坠落之后》的主人

公不过是可见的被伤害者之一。实际

上，奥数天才，也只是奥数天才而已，谁

规定、历史上什么事实证明奥数天才必

须要成功？如果非要找出答案，则世界

顶尖大学的数学教授讲述的故事倒是可

以一听：这个数学界著名教授所录取的

来自中国的世界奥赛获奖者，无一完成

数学学业，或中断学习，或改学别科。

《奥数天才坠落之后》这篇文章，以

及文中主人公和其他评论文章，其实都

是在给奥数祛魅，由此也为未来学习奥

数的人树立了一个路标。当然，奥数祛

魅，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奥数，一刀切消

灭奥数（学习班），而是让热爱数学和不

甚热爱数学的人各爱其爱。

□ 本报记者 任丽梅

日前，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信

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在北京农业

展览馆举行。来自全国 31 个省、

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

础教育工作者以实物作品、图文、视

频、场景体验等多种形式，向人们展

示了各自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深度

应用的成果。

记者在展示交流活动采访中发

现，随着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

的深度应用，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教育管

理的新模式呼之欲出，很多过去难

以解决的问题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

迎刃而解。

优质教育资源协同共享

走进1号展示大厅，“莞式慕课”

映入眼帘，“共创生”更是引起了记者

的好奇。

据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副局

长何炳基介绍，在东莞，有 100 多

万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于

公立学校学位有限，占全市学生总

数 3/4 以上的孩子就读于民办学

校。尽管公立学校中也存在薄弱

学校，但比较而言，民办学校中教

育资源不优、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

尤为显著。

为了让所有的孩子实现“有学

上”并“上好学”，东莞市委、市政府在

国务院参事汤敏的倡议下，综合自身

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教育状况，提出开

展中小学慕课教育改革，并列为

2015 年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

2015年12月，东莞市教育信息化品

牌“莞式慕课”正式诞生。

让每一个学生受到最适合的教

育，东莞市3年多来先后投入1.2亿

元，整合、开发了教育资源、教学应

用、教育管理、教师发展、家校互动共

五大体系，超过30个信息化平台，实

现全市师生、家长“1人1号”即可登

录使用有授权的所有平台，310万东

莞师生、家长可以同时共享到各级平

台的优质教育资源。

展位的屏幕上，不时闪现出双

师教学、在线名师课堂、远程同步课

堂、翻转课堂等字幕。点开在线名

师课堂，这里汇集了东莞全市名优

教师资源，他们通过网络直播互动

的方式进行在线授课，学生在家中

通过电脑、手机即可观看学习，实现

了优质资源到家，有效地降低家庭

的教育支出。同时，基于这个平台，

东莞市还开展了教师网络研训活

动，为民办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何炳基表示，东莞市的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体系已汇聚各类数字化教

学资源81.4万个，电子期刊、多种版

权的电子图书4000种，专业慕课课

程135门，教学资源下载次数已达到

83万多次。在全市对2.3万名教师

开展的满意度调查中，1.2万民办教

师满意度为89%，1.1万公办教师满

意度为85.2%。

“东莞市所有学校的老师通过

‘莞式慕课’打破了传统教学观念，转

变了师生角色，构建了新的生态，实

现了‘共创生’。”何炳基为记者解释

了这三个字的意义。

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

在浙江省的展台前，浙江省教

育系统“最多跑一次”改革引起很多

人的关注。据浙江省教育厅章俊杰

介绍，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浙江省

教育厅以办事事项目录指南标准化

为基础，以数据共享为核心，应用身

份认证、电子证照、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建设了全省教育系统

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共

享了公安部、教育部的中小学生身

份、学籍基本信息，可以一秒内完成

数据共享与核验，避免家长重复提

交证明材料。同时，教师、学生凭借

一张身份证即可办理14个教育类

民生事项。

此外，借助这个平台，浙江省还

实现了全国范围中小学生身份信息、

学籍信息实时共享，在简化手续、缩

短时间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跨省转学

申请的成功率。

据了解，浙江省每年吸引数百万

人来浙就业发展，超过十万名学生跟

随父母从外省转入浙江就读，但身

份、户籍等数据调取困难一直影响着

孩子们的入学。

章俊杰说，如今，通过数据共

享，学生信息核验环节与申请环节

得以有效整合，外省中小学生的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全国学籍号、民

族、学籍所在地、就读学段等10项

转学所需核心基础数据在数秒内即

可直接调取，确保了申请信息的有

效性。目前，对于核验通过的学生，

学校已不再要求重复提交身份证明

和学籍证明，给学生家长带来实质

性便利。截至今年 3月 9日，已有

3893名学生通过数据共享方式成功

向转出省份发起申请，转学申请成

功率达到95.2%。

所有数字教育资源全
部免费开放

本届活动的主题是“信息技术推

动基础教育教与学模式的变革与创

新”。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十二

五”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

了长足发展。目前，全国中小学互联

网接入率从25%上升到94%、多媒

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增加到80%

多。浙江省的学校网络接入率已接

近100%，北京、上海、安徽、江苏、天

津、福建、兵团、重庆、山东、陕西、广

东等省市达到90%以上，为实现基

于网络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力

支持。

信息技术还改变了教与学的模

式，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提升了

教育质量。统计显示，全国共有23

万所学校参与教育部举行的“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共晒课

1290多万堂，推出省级优课近17.5

万堂、部级“优课”6万堂，生成性资

源达2800多万条，累计独立访客数

达1.7亿，该活动已经成为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活动。国

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如今可以

提供3100余万条基础教育资源的检

索和下载，内容覆盖 1年级~12年

级，共计808个学科版本教材，初步

形成了覆盖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版

本、更新最及时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

且所有资源全部免费向广大中小学

开放，可使城乡学校和师生共享优质

教学资源。

如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的洛浦县第一小学，实现了各教

学班电子教学设备 100%的覆盖

率。借助这些电子教学设备，孩子们

通过文字、图像、动画、声音等多媒体

的帮助，可以更好地进行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学习，有效解决了以往在学习

过程中听说读写的困难。

云南省利用“互联网+教育”实

现乡镇中心学校教师为所辖教学点

学生开课，解决了边远贫困地区教师

不足导致的学校开不出、课程开不齐

的问题。如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老

窝镇，所有学校都能够开齐、开好音

乐和美术课。

信 息 化 促 进 城 乡 教 育 公 平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提供3100余万条基础教育资源的检索和下载，内容覆盖

1年级~12年级，共计808个学科版本教材，可使城乡学校和师生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