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教育行业、名优企业专场招聘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11月 9日—

10日，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举办教育行
业、名优企业专场招聘会，累计邀请参
会用人单位310家，提供就业岗位9924
个，吸引 1.3万名高校毕业生现场应聘
及投递简历。

11月9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
的自治区教育行业专场招聘会吸引全
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教培
机构等单位前来招贤纳士。11 月 10
日，与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联合在内蒙
古商贸职业学院举办的自治区名优企
业专场招聘会上，内蒙古正大有限公
司、万正投资有限公司等大中小型企业
开启“抢人”大战。各招聘现场还设直

播带岗专区、就业导航服务等。
本次活动聚焦自治区教育类和经

管类产业人才需求，充分发挥校园招聘
主渠道作用，为用人单位及毕业生搭建
供需对接平台。

接下来，自治区教育厅将继续深入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
坚决扛起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政
治责任，持续推进访企拓岗、万企进校
等活动，大力开拓市场化就业渠道，挖
掘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
就业岗位，加大就业指导服务力度，引
导高校毕业生积极主动求职，全力促进
2025届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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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毛笔，轻蘸墨汁，悬起肘腕，
凝神静气，随着笔尖的游走，一个个
灵动的“持之以恒”成语浮现在了雪
白的宣纸上。这是记者近日在和林
格 尔 县 第 五 小 学 的 书 法 课 上 看 到
的。在书法课上，书法老师来回踱
步，不时低头俯身查看学生的书写情
况，或耳语提点，或执笔示范。教室
里，墨香阵阵，四壁挂满了学生的书
法作品。

“我从三年级开始学习书法，书
法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我在一纸一
笔中自得其乐。与书法结缘的这些
日子里，我收获了很多朋友。”正在书
法课上练字的五年级学生周坤告诉
记者，“得先把心静下来，然后专心致
志地练习，练字亦练人，只有坚持，才
能练好。”

作为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和林格
尔县第五小学 2008 年 11 月被评为全
国写字实验学校，2012 年 11 月被评

为全国书法示范学校。“我们现在每
班每周一节书法课，低年级段进行硬
笔书法练习，高年级段在书法教室进
行软笔书法训练。每年还会组织师
生参加各类书法大赛，许多老师和学
生都获得过很多奖项。”和林格尔县
第五小学校长冯玉文说。

特色课程建设是学校改革发展的
重要内容，也是学校特色教育最具个
性和教学优势的品牌课程。近年来，
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深化内涵提质扩
优，抓实“五育并举”，依托本土文化与
校本文化，积极探索“三色育人”路径，
即以“红色传承”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绿色育人”活动
培育孩子们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动手实
践能力；以“紫色课程”促进孩子们的
全面发展，为学生绘好人生底色，让每
一个学生都能绽放光彩。

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重视书香
校园建设，进行晨诵、午读、暮省，保

证学生每天读书一小时。同时，每个
教室都配有图书角，学校图书室、校
长书屋全天开放，学生随时都可以借
阅图书，实现每学期生均读书 15本的
目标，并确定每年 5 月中旬到 6 月中
旬为全校读书月，举办读书节。学校
被市教育局命名为“呼和浩特市特色
学校——书香校园”。

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形成
有益于学生多元发展的课程体系，和
林格尔县第五小学围绕艺术——人
文、运动——健康、劳动——实践三
个板块，开发出体育、音乐、美术、劳
动 33门社团活动课程，每周五下午是
全校的社团活动课，实行走班制，打
破年级、班级界限，让每名学生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在社团活动
中，学校把上级划拨的音体美器材有
效利用，组建了二胡、葫芦丝、口风
琴、小号社团，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
接触各种乐器，了解掌握各种乐器的

演奏技巧，让艺术润泽心灵，提升艺
术素养，打造多彩校园、人文校园。

在开展社团活动的同时，学校积
极拓宽教育资源，与内蒙古艺术学
院进行深度合作，双向交流，聘请艺
术学院教授为分管艺术教育工作的
副校长，请艺术学院声乐、表演、乐
器、舞蹈专业的学生每周到校进行
一次授课，学校派音乐、美术教师进
行短期培训。每年“六一儿童节”和
艺术学院乌兰牧骑开展小手拉大手
演出活动，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的
提档升级，让学生们受到更高层次
的艺术熏陶。

承历史文脉，踏教育新程。下一
步，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将继续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践行“五育并举，融
合育人”的发展策略，不断探索“三色
育人”新路径，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让
青春绽放光彩，让每名学生都可以创
造美好未来。

7

本版编辑：蒋建波 张志君 美编：乔艳艳

资资教育教育 讯讯

教育2024年11月13日 星期三

教
育
数
字
化
塑
造
学
习
型
社
会
新
样
态

●
王
学
男

时时教育教育 评评
随着“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深入人心，

“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全国各省份联动展
开。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教
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
障”。如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
大地，并且创造性地与教育数字化和创新人才培养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据统计，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已从1982 年的8 年出头跃升至11.05 年，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更是实现了从0.26%到60.2%的历史性飞
跃。这些成就无疑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然而，面对当前社会生产的多
元化与复杂化需求，劳动力人口的知识技能结构和
创新能力尚存在结构与质的差距。与此同时，人口
老龄化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项紧迫的任
务，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深刻变革。学习，较之教
育，是一个更为广泛和灵活的概念，只要人们有学习
的主观意愿和需求，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
时间。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发展成
为全球最大的教育资源中心，这是我国在学习型社
会建设上的瞩目成就。此外，还有不少平台或在线
社区，也以其强交互性、高更新率、高贡献度的资源
生成与循环，成为人们依赖的高度个性化的数字学
习资源与媒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学习成为贯穿每
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人们可以
依托教育数字化跨越时空的内容通道和制度桥梁，
得到同样优质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在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的新征程中，坚持以教育数字化为突破口，以创
新实践为驱动，将有力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全面深化。

持续优化数字学习体验。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体系和数字大学等数字平台与学习社区，逐步改
变过于侧重理论讲授和知识记忆的教学方式。通过
适配各类数字化学习载体，动态更新大规模在线开
放课程，积极发展移动学习、社交化学习、游戏化学
习、碎片化学习等，让学习成为一种美好的体验。

构建创新学习激励机制。以国家平台为载体和
枢纽，针对学习体验进行智能化升级，扩大学习者范
围。可依次针对教师、学生和社会学习者三大学习
群体，分步骤优化学习的交互功能。例如，可探索建
立“个人学习账户”制度，强化学习者的反馈联结，提
高学习者的积极性和用户黏性。

构建产教融合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教育部门
可发挥主体作用，协同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加强学习
与社会发展的联动，试点建立学习成果与职业发展
的直接关联。例如，积极拓展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认证等多元化认证渠道，
促进学习成果的数字化呈现。这不仅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认证
途径，也能为用人单位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评估依据。为了进一步增强企
业对学习成果的认可度，鼓励企业在招聘与晋升过程中，将学习经历和学习
成果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同时，在技能认证过程中参与内容设计与考评标准
制定。

充分激发老年人群数字潜能。以老年大学的数字化建设与应用为支
点，可将丰富的数字资源下沉至基层社区。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学习兴趣和
心理需求，设计符合其学习习惯和需求的教育资源与便捷易用的智能终
端。这样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让他们不仅能够享受数字
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乐趣，更能在此过程中不断充实自我、拓宽视野，轻松跨
越数字鸿沟。积极探索推广智慧养老服务，增强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和少子
化时代的生活适应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与生活品质，让数字红利
惠及每一位长者。

学习型社会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人们根据实践发展的需求来
主动建构的。教育数字化正在重塑教育的新形态，打破学校教育的边界，让

“大教育观”浸润全社会。将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整体规划，终身学习
体系必然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也正在
成为我国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据《中国教育报》）

推进垃圾分类环保教育

呼和浩特：“童”心协力，让绿色“扎根”校园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环保服装秀、垃圾分类知识科普、
游戏比拼、手工DIY……如今，在呼和
浩特市各中小学的校园里，垃圾分类

“新时尚”蔚然成风，学生在课余玩乐
中汲取垃圾分类知识，浸润在绿色环
保的文化氛围中。

“垃圾分类一小步，保护环境一大
步。”一根普普通通的麻绳，一圈圈地
缠绕在废弃的塑料瓶上，再用纽扣和
铁丝做花束，精美的花瓶摆件便做成

了。生活中的部分垃圾在金桥小学学
生的手中变废为宝，实用的笔筒、漂亮
的花盆、有趣的手工制作、栩栩如生的
人物，学生们在体验手工制作带来快
乐的同时，树立起废旧物品回收再利
用的环保理念。

你知道垃圾能“活”多久吗？什么是
厨余垃圾？海洋里的垃圾有多少……近
日，新城区胜利街小学的学生开展了

“垃圾分类始于心 绿色环保我先行”

主题班会，老师们用精心准备的资料，
图文并茂地向学生展示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垃圾分类的现状以及如何进行
垃圾分类，帮助大家强化环保意识，提
升垃圾分类能力。

在清泉街小学开展的“变废为宝
秀风采，节能环保我能行”环保服装秀
活动中，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服装
及艺术文化中，学生们通过创作，把废
纸桶、垃圾袋、报纸等变成了精美的环

保服装……各有各的创意，各有各的
精彩。

在赛罕区大学路小学西把栅校区
的“践行垃圾分类 共塑文明新风”舞
台剧中，学生们穿着印有有害垃圾、可
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服
装进行表演。小演员们用诙谐幽默的
语言讲述着垃圾分类知识，号召大家
从自身做起，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
境。表演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

“在家里，我们会把废纸、牛奶盒、剩饭
剩菜等不同垃圾，分类放到不同的垃
圾桶里。”

赛罕区大学路小学西把栅校区副
校长赵志静表示，未来学校将继续践
行校园环境保护建设，帮助孩子们培
养环保意识，“希望我们的学生在走出
校园后，也能将环保意识带给更多的
人。”

当 好 宣 传 员 ，还 要 做 好 实 践
者。近日，清泉街小学学生来到清
泉街社区，进行了“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绿色家园”主题实践活动。同
学们将社区内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处理投放，并向社区居民发放垃圾
分类宣传单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并以实际行动示范指导居民，传递
文明声音……

从垃圾分类基地、宣传栏、班级文
化墙到主题班会课、实践活动，呼和浩
特市各中小学大力推进垃圾分类环保
教育，引导孩子们成为垃圾分类的参
与者、实践者和推广者，自觉践行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垃圾
分类的浓厚氛围。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举办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艳霞）近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呼和浩特
职业学院承办的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呼和浩特职
业学院举办。此次比赛项目包括幼儿
教育技能赛项、幼儿教育技能（教师赛）
赛项、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赛项、智慧物
流赛项、智慧物流（教师赛）赛项、数字
艺术设计赛项等。比赛为期两天，来自

全区22所院校的82支参赛队伍400余
人参加比赛。

比赛现场，选手们严格按照比赛规
则，精神饱满、全神贯注，从理论知识竞
赛到实操技能竞赛，不仅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水平，展现出选手们过硬的综合
素质、高超的专业技能和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也进一步强化了各院校之间的
互动和交流，增进了友谊，展示了技能。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
附属学校 150 余名学生前往
农大附校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绿华农业生产种植专
业合作社参加“走进田间，感
受丰收”劳动实践。

图为同学们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学习掰玉米。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下地掰玉米
劳动促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