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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教育部公布43个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名单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布国

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2023-2025年)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遴选确定43个基

地为2023—2025年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

训基地。

根据《通知》，基地重点面向全国中等职业

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含职教本科）的主要负责

同志及领导班子，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高改革创新意识和决策领导能力，推动

教育改革，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提升教育质

量和办学治校水平等方面展开培训工作。

《通知》要求，基地要增强培训的针对性，

做好需求调研和培训规划，创新培训模式，改

革课程体系，对参训学员进行持续跟踪指导。

要加强自身建设，健全管理制度，组建高水平

培训团队，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要积极

承担国家级校长培训任务，为造就一支政治过

硬、品德高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校长队伍

提供有力支持。

《通知》强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的建设和指导，

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全面落实选、推、建、用的

主体责任。要优先选用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

培训基地承担“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校长培训相关任务。教育部将根据国家级

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建设和培训开展情况，

定期进行动态调整。

（孙竞 姚怿希）

近日，广东某中学在校内安装“智

能人脸识别系统”，并向每名学生每年

收费100元。该收费行为引发家长质

疑，并引发热议。当地教育局就此事

发布通报，责令该校在充分沟通、尊重

家长意愿的基础上，协助第三方公司

做好全额退费工作。

当前，不少学校都在打造智慧校

园，新闻中引发争议的“智能人脸识别

系统”是最普及的应用之一。可随着

这股浪潮的席卷，也要警惕一些学校

以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之名乱收费。

这不仅可能引发学生、家长的质疑，也

会损及学校的声誉与公信力，更会影

响公众对智慧校园建设的观感。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人工智

能应用进校园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学

生服务，不能成为某些学校为了乱收

费而随意捏造的幌子。就拿“智能人

脸识别系统”来说，管理师生进出校

园、宿舍情况，维护学生的安全，本就

是学校的义务。学校千方百计提升管

理质量是职责所在，而这一提质过程

的成本显然不应该由学生承担。学

校、宿舍基本都会配置安保人员、宿管

等，也未曾见过学生向他们付费。“智

能人脸识别系统”不过是AI版的安保

人员或宿管，学校怎能因此向学生收

费？

除此之外，有些学校也提供了人

工智能类学习系统或应用，大大改变

与升级了传统的授课模式。学校这样

的尝试值得肯定，但可惜的是，一些项

目需要学生缴费，甚至购买价值不菲

的人工智能终端设备。尽管大多数是

“学生自愿购买”，可在此环境中，如果

学生不购买相关设备可能就无法进行

正常的学习，可谓别无选择。很多时

候，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只是对学校

原本应尽义务与职责的一种赋能升

级，是学校的本职工作，不能把成本转

嫁至学生和家长头上。

校园内人工智能应用收费往往打

着“自愿”的旗号进行。可是以学校名义发出的所

谓“自愿”缴费通知，又能有多少家长与学生敢于选

择不缴费呢？自愿缴费不过是相对委婉的另一种

强制乱收费罢了。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教学方式的不断

演变，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只会越来越普遍。在拥

抱这一大趋势的同时，更要未雨绸缪，防止有人借

机把教书育人的校园变成牟利的场所，把人工智能

应用进校园异化成乱收费的新名目。

这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此类项目的调研

审批，为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建章立制、定好规矩，

并坚决纠治不合理的收费乱象在校园滋生。学校

也要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在不

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积极借助人工智能应用实

现教学水平、管理水平的提升。广大学生、家长则

要擦亮眼睛，敢于对乱收费行为说不。

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伴随的乱收费问题需要

治理，同时学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不容小觑。

学生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即便所有的人工智能

应用进校园都无偿免费，也无法让人安心使用。

总之，人工智能应用进校园虽已驶入了快车道，但

诸多相关的配套措施、机制等仍存有短板，亟须尽

快补上。 （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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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下午，2023世界制造业大会

产教融合成果发布暨合作对接洽谈会在合

肥召开。活动以“产教融合、科技赋能”为

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属高校、安徽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共同主办。

会上发布了2022年部省产教融合合

作成果和2023年意向性合作项目清单、部

属高校最新科技成果清单和优势领域科技

人才团队清单、安徽省制造业重点产业紧

缺人才报告暨需求目录，并举行项目签约

和皖企服务云人才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安

徽应流集团、合肥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灵璧

县政府等项目合作单位代表作经验介绍。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7所部属

“双一流”高校与我省167家单位达成322

个意向性产教融合合作项目，经校企双方

共同努力，有184个项目正式签订合同，合

同金额总计1.6亿元，其中，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12个、北京理工大学17个、哈尔滨工

业大学22个、哈尔滨工程大学9个、西北

工业大学20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79个、

南京理工大学25个。截至目前，130个项

目已完成、54个项目落地实施。

2023年以来，为落实省政府与工业和

信息化部签订的《产教融合合作协议》，省

经信厅与部属高校建立起常态化沟通渠

道，初步达成意向性合作项目333个，意向

性合作金额2.5亿元。其中，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33个、北京理工大学52个、哈尔滨工

业大学60个、哈尔滨工程大学23个、西北

工业大学33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56个、

南京理工大学76个。333个意向性合作

项目按类型分，科研成果转化类32个、产

学研合作类245个、人才培养与交流类38

个、研发平台建设类18个。

（汤超）

我省与工信部部属高校深化合作
今年以来达成产教融合意向性合作项目333个

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正

式开课。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

柱、桂海潮担任“太空教师”，给广大青少年

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太空科普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继续采取天地互动

方式进行。3名航天员在轨展示介绍了中

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

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

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螺实验，并与地面课

堂进行互动交流。

桐城中学是此次全国5个地面课堂之

一。该校的地面课堂设置在学校的科技艺

术馆内，88名高二年级学生代表现场聆听

了“天空课堂”。

在天地互动环节，15岁的桐城中学

高二（2）班学生姚瑶获得一个向“太空教

师”提问的机会。她问道：“刚才老师介

绍了时频实验柜，我想请问一下，它创造

的超高精度究竟有多高？有什么具体的

用途？”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航天员桂

海潮回答道，“目前，地面的原子钟可以

做到千万年误差不超过 1秒，而空间站

内的冷原子微波钟目前做到了1亿年误

差不超过1秒。这种超高精度的时间基

准，既能用于基础物理的研究，比如支撑

相对论等相关理论的高精度检验，也可

以为太空中飞行的卫星提高定位精度以

及其他性能。”

“老师们在太空舱内的科学实验激发

了我探秘太空的兴趣，我希望未来也能成

为一名‘航天人’。”“天宫课堂”第四课结束

后，姚瑶告诉笔者。

在桐城中学副校长方钊莹看来，桐城

中学能够成为此次全国5个地面课堂之

一，与学校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常态化开

展丰富多样的科技创新活动、培养了大批

科技人才是分不开的。桐城中学在国防军

工、航天科技领域涌现了一批杰出校友，比

如：“两弹一星”功臣、著名核物理学家疏松

桂、方正知，以及长征七号火箭总设计师程

堂明等。

“‘天空课堂’激发了学生们对航空航

天领域的兴趣，今后在教学这块，我将鼓励

更多学生参加物理竞赛，加入科学社、航模

社，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航空航天相关知

识。”桐城中学高二物理老师祝祺说。

（陈成）

安徽学子提问“太空教师”

“天宫课堂”第四课开讲

9月20日，在

合肥市庐阳区林

店街道荣城幼教

集团总园，小朋

友正在学习粮食

知识。当日，林

店街道菱湖社区

联合辖区幼儿园

开展“喜迎丰收

节，乐享农耕情”

主题教育活动。

小朋友通过趣味

运粮、感受秋收、

实地采摘、环保

时装等形式，在

活动中体验农耕

的艰辛，感受丰

收带来的喜悦。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