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在艺术浸润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悠扬的古筝重奏《在希望的田野
上》响起，同学们渐渐沉浸在一幅幅美
丽的田园画卷中，充满对乡村田野的
向往。

这样的画面，在呼和浩特民族学
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
上演，这是该校音乐与舞蹈学院在学
期末举行的一场别样的实践教学成
果展示，为本学期的课程画上一个完
美句号。

《 定 风 波 》《 行 者 》《 雪 山 春
晓》……一首首意境深远的古筝曲，
曲音悠长，令人陶醉。参加实践教学
成果汇报的音乐与舞蹈学院大四学
生张子晗说：“学校本学期创新了课
程形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馆里开展专业课，代入感强，使
我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解更加深刻。”

作为指导教师，古筝教师曹韵道
出了当初实践教学课的设计构想：“古
筝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之
一，出现很早，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而发展。课程设计之初，我们尝试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馆相结
合，就把实践教学搬到了馆里。结合
场馆板块，我们选取了十多首相关内
容的教学曲目，通过对馆内展陈进行

沉浸式教学，让学生们有形有感体会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脉络。”

创新尝试馆教融合，不光是古筝
专业。这个学期，“弘扬北疆文化 畅
享民族三交曲——舞台实践教学成
果展示”“凝心聚力办好两件大事 奏
响北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马头
琴实践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等，轮番
在场馆上演，将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不
断推向高潮。

“我们常讲思政教育，其实，艺术

教育更能讲深讲活思政课程。我们
认为，专业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课堂
上，而要不断创新教学形式，让思政
内容真正走入学生心中。”学院艺术
实践教研室金兆鑫深有感触地说。

音乐与舞蹈学院副院长韩木兰
介绍：“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馆开馆一年多来，我们深入践
行馆教一体、馆研一体、馆创一体、馆
演一体理念，构建嵌入式的学习生活
环境，把各类艺术类课程搬进场馆，
创新性开展实践教学，让师生深入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学深悟
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不断探索新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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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发布多项政策，大力推进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精准把脉当前义务
教育领域面临的城乡、区域、校际及群体间的不均
衡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新战略，在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乡村学校在义务教育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在偏远及人口
密度低的区域，为当地孩童提供了基础教育服
务。然而，乡村学校因布局零散及生源师资匮乏，
导致在数字资源运用上的效率偏低，从而影响了
数字资源在乡村地域的有效覆盖与广泛推广。因
此，在城乡学龄人口分布发生较大变动的背景下，
数字资源的配置必须更加灵活与精准。

在增强城镇教师的数字与智能素养的同时，
积极采取针对农村师资的“补偿性”优化配置策
略。具体而言，城市优质学校应积极构建与乡村
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的长效帮扶联结机制。以定
期选派骨干教师深入乡村支教为纽带，输送先进
教学理念与方法。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搭建远程教学指导平台，打破地域阻隔，为乡村教
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支持，全方位提升其数字
化教学胜任力，激发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与活
力。诚然，当前众多地区倡导城市示范学校资源
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教育资源与师
资的燃眉之急。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数字化资
源的供给格局中，城市偏向性问题依然存在。乡
村学校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信息流通不
畅等客观因素制约，在获取贴合乡村实际、具有本
土特色的教育资源时困难重重，容易陷入明显的
劣势境地，亟待从政策、技术、资源分配等多维度
进行深度调整与优化，以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
衡适配与协同发展。

构建适应性更强的数字资源体系，促进城乡
教师协同开展专项课题研究，致力于开发符合城
乡特色的数字教育资源。一方面，着重凸显乡村
教育在赓续乡土文化血脉、培育本土建设人才方
面的关键使命。深度探寻乡村教育蕴含的深厚文
化底蕴，将乡村的田园景致、传统民俗、古老农耕
智慧等珍贵元素有机融入课程资源，借此厚植乡
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使其在知
识汲取中筑牢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城
乡学生在学习与生活方面的差异化特征。精准把
握城市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与乡村民俗文化的质
朴魅力，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与资源整合，寻觅两
者的契合点，消弭城乡学生因地域差异产生的信
息鸿沟，推动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流动与
普惠共享，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坚实支撑。

着力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韧性供给
体系，为化解乡村学生教育中断风险筑牢根基。
可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城乡教育融合的智慧桥梁，
如搭建高清流畅的城乡远程同步课堂系统、沉浸
式虚拟实验教学环境等，打破城乡教育资源流通
的时空藩篱，保障乡村学生能够实时且无差异地
获取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稳固其受教育过程的连
贯性。与此同时，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
建智能监测与预警机制，深度追踪乡村学生的学
业进程、身心发展状况等多元数据指标，凭借精准
的数据分析模型对可能引发教育中断的风险因素
进行前瞻性预判，并迅速精准地调配各类教育资
源予以有效干预。例如，针对因病、因事缺课的学
生，借助智能学习诊断与推荐系统为其量身定制
数字化学习方案，助力其高效补齐学业短板。此
外，还可以借助数字化家校共育平台强化家校之
间的紧密联系，使家长能够即时且全面地洞悉学
生在校动态，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共同为青少年教
育发展筑牢根基。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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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昨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杨志伟）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2025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报名于 2025年 1月 7日开始，在内蒙
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
读《内蒙古自治区2025年上半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
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

据了解，网上报名时间为2025年
1月 7日—10日 17时，网上审核时间
为 1月 7日—12日 12时，网上缴费时
间为1月7日—12日24时。3月3日—
8日打印准考证，3月 8日考试。考生
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1月
10日 17时，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须于 1

月 12日 12时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
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

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
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网址为
https://ntce.neea.edu.cn），在报名期间
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
通过后进行网上缴费，完成报名。

据悉，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
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
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
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
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
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
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
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近日，教育部
官网发布《关于2023—2024学年度本专
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的公告》，
公布获奖学生名单，记者了解到，内蒙古
自治区1218名学生上榜。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奖学
金评审委员会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

原则，对各相关单位报送的本专科生
国家奖学金评审材料进行了认真评
审，并将获奖学生名单予以公告，希望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以获奖学生为榜
样，勤奋学习、积极进取，争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2023—2024学年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公布

内蒙古1218名学生上榜

近日，赛罕区敕勒川绿地小学选派
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六个
学科的14 名教师走进清水河县城关镇
第一小学，与该校教师共同开展“同课
异构”教学研讨交流活动，促进两校教
育交流，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在数学课堂上，来自两所学校的数
学教师围绕一年级“求原来有多少”进
行解决问题的教学。清水河县城关镇
第一小学教师赵景霞关注课堂生成，引
导学生感受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为
学生提供了数学学习的路径与方法。
敕勒川绿地小学教师杨欢则依据学生
的年龄特点，让学生在摆一摆、说一说、
画一画等实践操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
种“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教学模式，
不仅促进了教师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也为应对复杂多样的教学情境提供了
丰富的策略与经验。

课后，赵景霞告诉记者：“通过观摩
其他教师的教学，我获得了新的教学灵
感和方法，‘同课异构’教学模式让我看
到了不同的教学可能性，学会了如何更
有效地引导学生思考和参与课堂教
学。”学生评价也同样积极，清水河县城
关镇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曹喆说：“我
喜欢这种上课方式，每位老师都有自己
独特的方法，让我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
知识。”

据了解，近年来，呼和浩特市积极
推动“同课异构”教学活动，以此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及学生
的综合素质。通过这一创新教学模式，
教师们不仅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互学
互鉴，还在不同教学策略的碰撞中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同课异构”教学活动现
已覆盖了呼和浩特市多所中小学，包括
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呼和浩特市民
族实验学校、清水河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等。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们会围绕同一
课程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
法，展现各具特色的教学风采。同时，
该模式强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
习需求，教师需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和策略，使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和掌握
知识。

“同课异构”教学活动在呼和浩特
市的成功开展，不仅为教师们搭建了
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有
效推动了我市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同课异构’教学活动实现校际间的
交流和合作，在这种模式下，参与的教
师和学校数量会更多，交流的范围也
会更广。”呼和浩特市教育教学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宇表示，下一步，中心计划
牵头将“同课异构”教学活动继续深入
到学校的常规教学当中，形成长效机
制，促进全市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断提
升教育质量。

呼和浩特市：“同课异构”教学活动助力教育质量提升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贾思敏

图 说 新 闻

▲近日，回民区学前教育课程建设阶段性成果展示现场观摩会在回民区
第五幼儿园幼教集团举行。本次观摩会全面展示了回民区学前教育课程建
设的丰硕成果，共同探索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本报实习记者 若谷 摄

▼1月4日，内蒙古科技馆联合大学路小学开展了“探索科学奥秘 感悟科学
家精神”主题活动。活动中，实验秀《别样的压力》围绕大气压，利用简单的科学
实验器材进行科学实验探究，生动演绎了大气压强相关知识。科技辅导员还带
领同学们追忆了邓稼先的事迹。 ■本报记者 杨永刚 摄

▲近日，由呼和浩特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玉泉区教育局、玉泉区文体旅游广
电局主办的“禁毒护苗 书香育德”禁毒宣传活动在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开展。

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禁毒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普及了禁毒知
识，加深了学生们对毒品危害性的认知，营造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
围。 ■本报记者 阿柔娜 通讯员 杨文静 摄

▼近日，五塔寺博物馆联合内蒙古天文航天协会和内蒙古天文爱好者协
会，在五塔寺博物馆举办了“歌游内蒙古·冰雪悦青城”冬日授时·夜观星空（第
四季）特色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吸引了中小学生及天文爱好者近600人参
加。

■本报记者 杨永刚 实习记者 刘艳霞 摄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