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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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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高考试卷结构发布
笔者获悉，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专

家制订了《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

试试卷结构》(以下简称《试卷结构》)，作为考试

命题的依据，从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

性考试开始实施。

据《试卷结构》，自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开始，语文、数学、外语统一

高考科目继续使用全国卷。物理、化学、生

物、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科目均采用闭卷、笔

试形式。

物理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满分

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选

择题共10~12题，其中单项选择题共8~10题，

每题4分，多项选择题共2题，每题5分，共42~

50分；非选择题共5题，共50~58分。

化学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满分

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选

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共14~16题，每题3分，共

42~48分；非选择题共4题，共52~58分。

生物学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满分

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选

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共14~16题，每题3分，共

42~48分；非选择题共5题，共52~58分。

历史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满分

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选

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共15~16题，每题3分，共

45~48分；非选择题共3题,共52~55分。

地理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满分

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选

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共14~16题，每题3分，共

42~48分；非选择题共3题,共52~58分。

思想政治科目考试时长为75分钟，卷面

满分100分；试题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

类，选择题为单项选择题，共15~16题，每题3

分，共45~48分；非选择题共4~5题，共52~

55分。 （徐文娟）

近日，铜陵市建立首批基础教育学

科教研基地。首批15个学科教研基地

依托该市5所省、市示范高中建设，涵

盖了基础教育全学科。

铜陵市建立的首批基础教育学科

教研基地，将以“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形

成一批科研成果、建立一个教研机制、带

出一支过硬队伍”为建设目标，集中专业

力量，梳理教育教学中已有经验、存在问

题和面临的挑战，规划研究方向，围绕基

础教育教研理论、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

革、教学质量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成果

推广应用等主题，进行系统研究，在建设

周期内形成研究成果。该市教研部门与

基地学校共同制定学科教研工作计划、学

科科研工作计划和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定

期开展市级教科研成果推广交流活动，推

动教学育人智慧共享。 （刘洋 徐小波）

铜陵建立首批基础教育学科教研基地

“我学的是中药学，想应聘的岗位是助

理检测工程师。”近日，在2023年亳州市“就

业进校园”亳州学院专场招聘会现场，即将

毕业的陈子祎表示，她想先找一家单位实

习，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为以后更好就业打

基础。

在招聘现场，来自亳州各县区的51家

企业搭建展示台，公开岗位招聘信息。

“我们这次准备招聘一批与药学有关的

专业人才，实习期间工资3000元左右，按照

法定节假日休息，转正后福利待遇更好。”安

徽微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张雪梅说。

据介绍，此次招聘会服务对象以2024

届高校毕业生为主，兼顾往届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招聘单位以民营企业为重点，同

时面向其他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活动现场共提供岗位近千个，企业收取求职

简历300余份，有140多人现场达成初步求

职意向。

除招聘活动外，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传

解读区和职业指导专区，邀请专业人员为高

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吸引不少学生驻足

聆听。

“举办此次招聘会，既可以助力高校毕

业生就业，也帮助企业招工。”亳州市人社局

就业中心市场科科长朱玉华告诉笔者，接下

来还将针对重点人群举行多场招聘会，通过

搭建平台，实现企业用工和重点人群就业双

向奔赴。

（任雷 刘景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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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阜阳

市颍上县建颍乡文

地石化小学与杭州

二中白马湖学校小

学部“两地”的小学

生在白马湖爱心图

书馆内进行图书阅

读 交 流 。 当 日 上

午，颍上县建颍乡

文地石化小学在爱

心企业——中石化

浙江石油分公司的

支持下，与杭州二

中白马湖学校小学

部“一对一”结对帮

扶，建成的白马湖

爱心图书馆正式揭

牌开馆，向小学生

开放。

通讯员 王彪 摄

找准铸魂育人节点 打造趣味思政课堂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
要任务。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大学生为
对象，进行思想引领、政治教导、心理疏导和道
德品质引导的教育。思政课堂是高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宗旨的重要领地，办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是让思政课程深入大学生的心里，
激发大学生将实现个人价值的“小我”与实现
伟大中国梦的“大我”有机融合的主动性。大
学生相比于中小学生，思想更独立、视野更开
阔、对文化差异包容度更高，高校思政教师要
不断思考、探索、实践趣味思政课堂的教学手
段，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感染力、吸引力。

以学生为主体 提升思政课堂针对性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频繁，东西方文化差异
必然导致激烈的文化碰撞，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
性变得尤为重要。大学生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培育大学生文化自
信、爱国情怀、人文精神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
的工作重心。文化自信的本质是价值观自信，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和积极践行，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积极吸纳优秀的外国
文化，促进其在我国的传播交流，也要主动利用
新媒体等传播手段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

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爱国情怀不
仅 仅 是 一 种 情

感，更是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的有机结合。思政
教师应该引导当代大学生做到理性爱国，当考验
来临时，应该更加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努力学习，
勤奋工作，以积极、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
情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
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命运的维护、追求与关
切。高校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研究、创新水
平，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政教师
与专业课教师创新合作方式，挖掘其他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精心设计课
堂教学，形成合力，努力达成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的统一，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要以学
生为中心，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如开展马
列经典著作诵读比赛，鼓励学生通过主题沙龙
展开讨论，并通过老师的点评接受知识点，提
升学习效果。

以教师为主导 提升思政课堂感染力

我们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
吸引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把“以学生
为中心”理念扩展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理念，并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教学系统的全面改造来实现。大学生对思
政课堂的兴趣程度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教
师的课堂表现力。思政教师要有良好的学识
素养，要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政策，创新传播和
展现的方法和途径，努力做到政治要强、情怀
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
正的“六要”好教师。政治强、情怀深，方能坚

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深植浓厚家国情怀，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传递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的信念火种；思维新、视野广，方能从辩证的角
度看待事物、洞悉天下事，引导学生用开阔科
学的思维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坚定“四个自
信”；自律严、人格正，方能以身作则、发挥榜样
力量，用人格魅力引领感化学生。思政课教师
要时刻保持终身学习的心态，孜孜不倦的钻研
精神，深究思政课堂的趣味性，把枯燥的大道
理讲深、讲活、讲透，不断提高思政课对大学生
的感染力。

以课堂为载体 提高思政课堂吸引力

思政课堂是培养学生政治思想的重要阵
地，然而常年一成不变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大学
生对思政课产生空洞乏味的刻板印象，很难达
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创新思政课堂的教学
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思政教师首先要保持积
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端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化学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学生，用和善友好的交流方式拉近教
师与学生的距离。此外，思政教师要学识广、
视野宽，积极学习吸纳国内外思政教育的优秀
范例，丰富课堂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结合时政
开展实践教学。另外，要让思政课走进大学生
日常生活中，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结合
专题学习和活动课程，开展趣味活动和实践课
程，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到课程思政的转变，让
思政课堂接地气、让思政教育落实地、让思政
课堂更有吸引力。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

展，大学生获得丰富讯息的同时，也会因个别
负面消息而影响其价值取向。高校思政教师
要主动把握时代潮流、将死板的理论知识与
鲜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打通高校思政课程
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壁垒，将思政课程“搬”进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志愿
服务活动基地，引导学生亲身参与培养情怀、
劳动创业、助人行动中去，促进思政教育的内
涵式发展。

当代青年有特点、有力量、有信仰，他们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到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
革，有着极度高涨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高校思
政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把握处于“拔节孕穗期”
的青年视野更加开阔、自主获取信息的能力更
强、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度更高的特点，从学生、
教师、课堂等方面着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铸魂育人，促进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教学理念，坚决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利用好校内外红色资源、新媒体技
术、青年榜样事例，打造青春活力、形象立体、
富有创造力和新意的思政课堂，让大学生重新
认识思想政治课，帮助思政课摆脱空洞乏味的
刻板印象。高校教师提升自身学识素养的同
时也要从教学模式入手，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扎实开展新媒体环境下的个性化思政教育，引
导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思
政课的积极性，让党的先进理论和思想入学生
脑、入学生心，切实提升育人实效。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季文平 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