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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1月1日，
第21届“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外语
素养大赛内蒙古赛区总决赛在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举办。

据了解，“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
外语素养大赛是入围教育部全国中
小学生竞赛活动名单、面向全国高中
学生举办的公益赛事。大赛以全面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理念，设置主线
清晰、内容多元的赛事体系，突出学
术权威性与活动丰富性，旨在帮助学
生成长为热爱学习、勇于挑战、真正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比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共有来自全区 1832名优秀选手
参加内蒙古赛区省级总决赛。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 贾璐）一
直以来，呼和浩特市不断深入教育改
革，全市各中小学积极探索“研学+”模
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局限，还有
效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为推动素质教育、构建多元课堂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范例。

聚焦 8大线路，推动思政教育与研
学实践深度融合。2024年 11月，首府
揭晓了首批“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教育
品牌，通过推动思政教育与研学实践

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涵盖红色教育、
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体育精神、美育
浸润、科技创新、劳动实践、高新产业 8
大主题实践教育线路，8条线路以首府
城市展示中心为起点，将思政课堂延
伸至更广阔的天地，引导学生走出校
园“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这
样的活动不仅能让学生有课外活动的
机会，更能让他们把从课本中学到的
历史文化、思政、语文等知识融进现实
积累和体会，促进学生对学习的热情

与兴趣。”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教师
赵书馨表示。

“我们的学习不能只局限于在学
校小课堂中的知识性学习，更要走到
社会大课堂中进行拓展性学习，这样
才能拓展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视野
更加宽阔。”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学
生张昉园告诉记者。

冰雪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启
了以冰雪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活动。

2024年 12月 17日至 19日，呼和浩

特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的 26 个班共
1000 多名学生分批前往马鬃山滑雪
场，开展了酣畅淋漓的滑雪体验活
动。在全天的行程中，学生们还学习
了冰雪运动相关知识。高一（12）班的
刘博扬说，冰雪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走出教室、亲近自然、锻炼身体
的机会。

赛罕区昭乌达小学也组织师生赴
马鬃山滑雪场开展“筑梦冬奥 相约冰
雪世界”主题研学活动（见左图）。在
冬奥会讲堂，学生们学习了滑雪、冰
球、滑冰等比赛项目的演变历程、比赛
规则和技巧。滑雪场上，在教练的指
导下同学们掌握了滑雪装备的使用方
法及滑雪的基本技巧。

馆校结合，让科技教育绽放光彩。
记者了解到，从 2024年 9月开始，关帝
庙街小学 40余名学生在科技社团老师
高月的带领下，每周三下午都来到内
蒙古科技馆，参与科技社团活动。

“活动是由内蒙古科技馆和关帝
庙街小学共同组织的，旨在通过馆校
合作的形式，将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与
学校的科技教育相结合，为学生们提
供一个更加广阔的科技学习平台。”高
月老师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科技社团活动中，学生
们参观了科技馆的各个展厅，聆听了
关于宇宙与航天的主题讲解和涵盖物
理、化学等多领域的《仿生学——潜水
艇》《铁树银花》等科学课，参与了《草
原风力发电机选址与建造模拟》微型
研学项目、《蒙古包围壁受力实验》等。

“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技社团活动，
学生们可以在课外时间直观地获得更
加有趣和有益的学习体验，了解科学
知识，拓宽视野和知识面，引导学生们
主动探索科学奥秘，促进全面发展。”
高月表示。

本报讯（记者 杨彩霞 通讯员 李
颖剑 张帅）近日，赛罕区民族小学
一、二年级期末学业水平综合测评以
无纸笔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学习
能力测评，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多元
评价中，感受学习知识的快乐，体验
学习成功的喜悦。

测评形式以“萌龙闯关 乐学成
长”为主题情境，以穿越“语”林、“数”
我最棒、“音”你而“美”、劳有所获四大
关体现学科特点，涉及语文、数学、音
乐、美术、劳动五个学科的核心知识与
能力，综合评价学生素养，让教师、学
生、家长参与其中，也乐在其中。

“比如语文学科，测试内容有朗
读、背诵、识字、拼读、说话，把这些知
识点通过游戏闯关的形式呈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注重学生动
手、动口、动脑的能力培养。”赛罕区
民族小学教导处主任孟秀清介绍说。

游戏闯关、口头陈述、实践操

作……整个测评过程在轻松愉快的
环境中展开。每个学科都精心设计
了不同的关卡，这些关卡巧妙地将学
科知识融入趣味游戏中。学生可以
随机选择考试内容，通过面对“考官”
的提问进行口头回答，随后，“考官”
会根据评价标准和学生的具体表现，
给予相应的星级奖励。

“此次活动特别新颖，突破了纸
笔考试的局限性，让同学们在‘玩中
学’‘玩中测’，创新了学生评价方
式，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不断提升，
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在快乐中运
用。”一年级学生家长巴德玛日格对
记者说。

无纸笔评价方式让学生有了更
好的学习体验，通过采取兴趣闯关、
学科融合等寓考于乐的方式考查学
习成果，评价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学
生更乐于接受并勇于参与，让每一个
学生不仅获得知识也获得了成长。

无纸笔评价
寓考于乐考查学习成果

第21届“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外语
素养大赛内蒙古赛区总决赛在呼举办

写福字、猜灯谜、做手工、参加趣味游园……连日

来，呼和浩特市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在欢歌笑语中迎接2025年的到来。

2024年 12月 31日，锡林南路小学报告厅里传出阵阵欢呼声、鼓掌
声。各年级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参加2024年“五星少年”表彰仪式暨新年
社团展演活动。

展演在灵动优美的《青春舞曲》交响乐演奏中拉开序幕。悠扬的乐
声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让师生们共同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悦之中；
舞蹈社团的同学们以优美的舞蹈《霓裳梦》展现了少年的活力与风采，灵
动的舞姿赢得了阵阵掌声；马头琴社团的师生合奏《天上的风+送你一朵
玫瑰花》则以其独特的音乐魅力，带领大家进行了一场心灵的交融与对
话；武术社团的同学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彰显了中华武魂的
力量与技巧，以及勇气与坚毅的精神……

“2025年元旦，学校各年级社团精心策划准备了很多精彩节目，并邀
请教师、家长等共同参与演出、观看晚会，让家长可以共享家校共建的成
果。”锡林南路小学大队辅导员王亚明介绍。

敕勒川绿地小学举行了“童心飞扬迎新年 多彩舞台绽芳华”迎新年
活动。各班都开展了以“庆元旦 展风采”为主题的元旦联欢会。同学们
轮番上阵，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小号嘹亮、长号悠扬、圆号浑厚，各种乐器交相辉映……2024年 12
月30日，“雅韵迎新岁 管乐奏华章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东路小学教育集
团2025新年音乐会”举办。

一曲《复兴之路》拉开音乐会序幕，跳动的音符描绘出壮丽画卷，悠
扬的旋律带领观众感悟新中国伟大复兴的征程。从充满革命情怀的《红
星闪闪》，到豪迈壮烈的《铁血丹心》再到深情坚定的《我的中国心》……
管乐之声时而雄浑壮阔如万马奔腾，乐团成员用手中的乐器奏响时代旋
律，展现祖国的壮丽山河与悠久历史，也饱含着全体演奏者们对音乐的
热爱和对新年的期许。

“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学校音乐艺术教育的成果展示，更是同学们朝
气蓬勃、阳光向上、追求美好的精神面貌的体现。”玉泉区石东路小学副
校长叶青介绍，希望通过这堂独特的“思政音乐大课”展示学校的素质
教育、美育教育成果。同时，激励全体师生在新的一年砥砺前行，再谱
华章。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浓浓年味，2024年
12月 31日，赛罕区第三幼儿园举办“金蛇启新岁 非遗润童心”
主题活动，邀请三位非遗传承人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零距离互
动。

在面塑体验区，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面塑传承人如何
将一团面“变”成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小兔子，大家轮流尝试，感
受着面在手中逐渐成型的奇妙过程；剪纸区同样热闹非凡，孩
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笔一划描绘图案，细心地剪出各式各
样、美丽的窗花；书法鉴赏区的孩子们认真地蘸墨、运笔，体验
着中国书法的韵味和力度；皮影戏体验区里，老师和孩子们共
同准备了《年兽的故事》，让大家在欣赏精彩剧情的同时，了解
年的由来与习俗。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不仅认识了民间工
艺、手艺、技艺，而且在游戏中领略了非遗魅力，接受了传统文
化熏陶。

在东河附属小学，学校同样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开展了“共
赴元旦之约 畅享节日盛宴”家校社联动活动。

“年味是什么颜色？”“年味的颜色是红色的！”从教室到操
场，都贴满了喜庆的红色春联、福字，挂上了红红的灯笼，校园
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新年气息，家长与孩子们共同书写新年祝
福，绘制美好愿景，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该校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为学生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助力学生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茁壮成长，向着更高的目
标迈进。

“新”意满满 创意无限

看看首府这些学校如何“花式”迎新年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文/图

传统民俗进校园传统民俗进校园

载歌载舞迎新年载歌载舞迎新年

锡林南路小学开展新年社团展演活动

赛罕区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体验非遗剪纸

敕勒川绿地小学的同学们在新年班会上表演才艺

玉泉区石东路小学教育集团2025新年音乐会演出现场东河附属小学的学生书写“福”字传递美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