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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召开
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五次学术年会同期举行

11月25日-26日，第三届中国基础教育论

坛暨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五次学术年会在重

庆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聚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来自全国基础

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校长、教师和教育行政

部门负责人共3000余人现场参会。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陈杰通过视频方

式致辞。对于下一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陈杰

提出五点期望：一是着力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着力保障教育公平；三是着力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四是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五是着

力促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陈杰表示，多年来，中国教育学会在服务

国家教育决策，服务教育基层一线等方面发

挥了独特作用，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会发挥组织优

势、平台优势、学术优势、资源优势，坚持联系

一线，凝聚一线、服务一线、引领一线，努力成

为教师之家、校长之家、专家之家，成为全国

基础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成为当代教育

家的成长摇篮。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表示，推进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扎根一线教育实践，深

入研究中小学幼儿园育人实践中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学术上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中国教育学会要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助

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本届论坛旨在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重大决策

部署，突显教育教学改革对于实现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通过举办论坛，搭建

交流平台，分享经验，探讨问题，凝聚共识，为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贡献学会力量。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作“努力夯

实教育强国基点，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创

新”的主旨报告。他表示，当前，基础教育领域

重点要抓实、抓好10个方面工作：一是抓党建

德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抓布局规

划，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三是抓扩优提质，

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四是抓“五育并举”，

进一步发展素质教育；五是抓科学教育，厚植

创新人才培养沃土；六是抓“双减”落实，减轻

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七是抓教育数字化，赋能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八是抓协同育人，促进

家校社形成育人合力；九是抓国际交流，提升

基础教育国际影响力；十是抓校园安全，守住

学生生命安全底线。

据悉，本次大会设置主旨报告、校长星

空、主题发言、课堂观摩等多种形式，旨在全

面展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前沿进展、学

术成果与实践探索，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论坛期间还举办了19场平行分论坛、19

场平行微论坛，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围绕

“教育强国、教育家精神、培根铸魂、家校社

协同育人、学校治理、教师教育体系构建、未

来课程建设、全球胜任力、教学变革、数字时

代德育培养、乡村教育、区域育人”等百余个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重点、热点、问题展开研讨

和交流。

（李依环）

近期，多地迎来银杏最佳
观赏期，景点、街巷、公园……
市民们纷纷“打卡”，定格金色
美景。你知道吗？银杏树的
野生种群其实十分稀少，被称
为植物中的“活化石”。

“活化石”植物通常具有3
个特点：起源古老，分类系统
位置孤立；形态特征从一个较
为久远的地质时间点到现在
没有大的变化；在地质历史时
期曾广泛分布，但目前仅分布
于一个或多个狭小区域。

银杏属于银杏纲银杏目
银杏科银杏属，是银杏纲植物
现代残存的唯一的种。银杏
属植物起源非常古老，最早的
化石可以追溯到1.7亿年前。
在约1.2亿年前，无柄银杏出
现，此后银杏的形态特征没有
发生大的变化，与现生银杏形
态几乎一致。银杏属植物在
地质历史时期广泛分布于北
半球，但目前可能的野生银杏
种群仅见于我国个别区域。
所以，对照以上3个特点，银杏
的确可以称作“活化石”植
物。除了银杏，公认的“活化
石”植物还有苏铁、银杉、水
杉、珙桐等。

“活化石”植物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相
比化石，“活化石”植物保存了从形态学到
DNA的完整信息，是认识植物进化中间环
节的重要研究材料。许多“活化石”植物能
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源。例如，银
杏的种子俗称“白果”，可以食用；杜仲的树
皮是重要的中药材。一些对人类有益的化
合物可能仅存在于“活化石”植物中，“活化
石”植物一旦灭绝，这些化合物可能难以再
次获得。

与其他植物相比，“活化石”植物的野
生植株数量非常少，且因分布于一个或者
多个狭小区域，野外灭绝的风险更高。它
们的形态特征长期稳定、遗传多样性低，适
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也较低，特别是不
少“活化石”植物在自然种群更新上存在障
碍，更容易走向灭绝。所以，保护“活化石”
植物刻不容缓。

加强就地与迁地保护，是保护“活化
石”植物的重要途径，目前得以广泛栽培的
水杉和银杏就是迁地保护的体现。此外，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存了上万
种野生植物，包括“活化石”植物的种子，为
这些植物未来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贾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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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2023年度安徽省“新时代好

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铜陵市铜陵中学

举行，铜陵市义安区董店中心学校朱晴雨等

18名青少年当选为2023年度安徽省“新时

代好少年”。

发布现场通过视频播放、情景讲述、

现场采访等形式，生动再现了闵朗、李

想、王奇、李程乐、朱晴雨 5 名“新时代好

少年”爱党爱国、勤学善思、向上向善、励

志前行的感人故事，13 名“新时代好少

年”通过视频展示方式分享了感悟和理

想。活动中，“新时代好少年”集体发出

倡议，号召全省少年儿童争做有志向、有

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

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好少年。

今年 3月，省文明办联合省教育厅、团

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等部门，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活动启动至今，各地通过个人自

荐、同学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

并经评议遴选、征求意见、社会公示，共推

选出18名“新时代好少年”。

（刘洋）

培养创新人才，播撒科技火种。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

青少年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

提升六安市叶集区科技辅导员的综合水平

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全区青少年科技教

育全面深入开展。11月 25日，由六安市叶

集区科协、区教育局主办，在区科技馆三楼

教室开展科技辅导员培训会，参与教师 30

余名。担任本次培训的专家是合肥市创造

学会秘书长张建军教授和裕安丁集学校查

大宝老师。

培训中，张教授以“青少年科创活动指导

的艺术”为题，结合案例深入简出地就如何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创新思维，阐明了指

导方向。从专业的角度阐述青少年科技创新

活动的意义、流程、规律、要点和技巧。查老

师以“实践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为题，借助

作品生动演示，倡议在课堂上利用设计成熟

的教具辅助教学，提高课堂质量和效率，与相

关学科建立融合共生关系，有效集聚创资源，

拓展创新范围。

此次培训会开阔了科技辅导员创新视

野，增强了他们创新辅导信心，提升了他们

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和素质，为深入推动全

区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与活动注入了源头

活水。

（靳祥凯 彭心）

六安市叶集区——

开展科技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

2023年度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11月24日，安徽

师范大学附属烈山

学校举办了以“快乐

运动 健康成长”为主

题 的 趣 味 运 动 会 。

该校此次趣味运动

会历时一天，总共有

赶猪、摸石过河、两

人三足、螃蟹运球、

拉环接力、抢板凳、

拔河七个项目。趣

味运动会的开展，不

仅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竞争意识、合

作交流能力和创造

能力，而且丰富学生

的业余生活。

冯树风 杜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