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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覆

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和规范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评审工作，根据

《职业教育法》学业技能并重的原则和有关要

求，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

办法》（以下简称《评审办法》）。

2019年秋季学期起，我国设立中等职业教

育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学习成绩、技能表现

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每年奖励2万名，每生

每年6000元。4年多来，中职国家奖学金极大

激励了广大中职学生勤奋学习、成长成才，为

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本次印发的《评审办法》，是对2019年《中

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修

订。此次修订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更加突出

技能导向。要求各地各校在评选中，优先推选

参加技能竞赛并获奖的学生。增加技能竞赛

奖项，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国际性技

能竞赛奖项。二是倾斜支持人才紧缺专业。

为贯彻新职教法精神，将国奖名额倾斜专业中

的“养老”改为“康养”，增加“托育”和“护理”两

个专业，体现国家对发展人才紧缺专业的支

持。三是使用信息系统开展评审工作。为确

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

效率，明确强调使用国家奖学金评审系统开展

中职国家奖学金评审，各地各校通过评审系统

报送评审结果。

《评审办法》的印发，标志着中职国家奖学

金评审工作已经从初步探索步入常规开展阶

段，这将进一步激励广大中职学生树立成为

“大国工匠”的远大目标，勤奋学习、勇于实践，

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将进一步推动

各地各校完善评审工作、健全学生综合评价机

制，引导学生努力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将进一步营造关注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教育的

良好社会氛围,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的时代风尚。

（曹建）

一所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一所生源极
其普通的学校，如今却在教育圈里有着不小名

气。这所地处乡镇的学校，在校长赵翔的带领
下，将科创教育和落实“双减”相结合，建有温度

的实验室，探有创意的教与学，全面提升学生科
技创新能力。

芜湖市易太学校：在家门口点燃科学梦想
芜湖市易太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坐落在湾沚区六郎镇殷港社区，现有27个教学

班，1200多名学生，教师90余人。学校先后被

授予“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优秀学校”“科创

筑梦 助力‘双减’”全国试点单位，安徽省“交通

安全示范学校”“五四青年文明号”“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实验学校”“科普示范单位”，芜湖市“勤

工俭学先进单位”“防灾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等荣

誉称号。

健全组织机构

学校高度重视科创教育工作，成立了科

技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构建由校长

室、教务处、德育处以及科技骨干教师组成的

专班团队，同时组建信息与创新中心，配套完

善了各项规章制度，确保科普教育工作落到

实处。

多彩科普活动

学校注重学科渗透，充分挖掘校外教育资

源。学校积极利用科普教育基地、科技馆等校

外科普设施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分别组织多批

次学生参观芜湖市科技馆、污水处理厂、顶峰

教育集团展览馆等场所，使学生们了解防震减

灾知识，开展调查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动手

动脑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学校极其注重激发学生探索科技的兴趣，

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学校开设了机器人、航模、

无人机、编程、3D打印等多门科技社团。科普

日、科技节、科技大篷车进校园等活动，为学生

搭建参与各类科技活动的平台。

建设“达人”队伍

关于科技创新，学校要想继续做下去且做得

更好，创新“达人”队伍建设是关键。学校建立了

“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实践反思”的校本培训网

络，提升教师科学素养。配备动手能力强、勇于

创新的教师担任科技指导教师。目前，学校已逐

步建立了一支由殷花、童贻平、张舣、查宗木等教

师组成的中坚力量。此外，该校的“中小学科学

融合”课题获批立项，学校全体专兼职科技教

师一直在科技创新与改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竞赛屡获殊荣

在2022年“科创筑梦”青少年FAST观测

方案征集活动中，殷花老师指导学生王欣怡创

作的《寻找三体人的文明信号》和许晨曦创作

的《搜寻Gliese832c外星文明之探讨》2件作

品从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观测方案。张家慧

老师指导童俊贤和张雨涵两位学生获得小学

组“SuperAI工程创新赛-太空家园”一等奖。

“学校开放日让家长参与科技类活动，通过

家长大讲堂更新家长教育理念，赢得家长的支持

与信任。”赵翔校长表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引

入创新性的科学教育方式，为青少年在“科学育

人”的道路上探索更多可能。 （刘正）

科普研学活动。

“我也是老师，可我教的学生跟你们

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的听不到，也不会说

话，有的只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

是特殊人群。”近日，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迎来了第十期“家长课堂”——《探访手

指构建出的“有声”世界》，本期“老师”、

一（2）班汪云帆同学的妈妈唐月月在课

程一开始时对孩子们说。

带着疑问、带着好奇，孩子们跟着

“妈妈老师”舞动手指，表达自己的情

感。“今天的课堂爱心满溢，‘美丽的语

言’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善良和爱的

种子。”唐月月对笔者说。

去年以来，湖心路小学积极探索家

校协同共育新模式，开展“家长进课堂”

活动，推进素质教育和“双减”政策落地。

走进课堂、站上讲台的家长们充

分发挥各自特长，或探究科学奥秘，或

教授急救方法，或讲述传统文化故事，

宽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

式，更加激发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

与向往。

“看得出来，我站到讲台上令儿子倍

感自豪，这是别的活动无法替代的。”四

（8）班张继显同学的妈妈是一名家政从

业人员，她结合自身的职业特点，给同学

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劳动教育课，不

仅让大家掌握了一些劳动技能，也让她

的孩子以妈妈的职业为荣。

通过备课讲课、交流互动、研讨分

享，孩子与家长的感情更亲密了，家长与

老师之间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亲子关

系、家校关系更和谐，形成了教育合力，

促进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家长的社会职业、生活阅历与自

身专长是一笔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对学

校教育资源的有效补充，是每一位学生

身边最宝贵的财富。”湖心路小学校长

王孝勤表示，家长进课堂，对学生来说，

多了一个认识社会的窗口；对老师来

说，增加了与家长沟通的机会；对家长

而言，可以更多地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

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形成一个多赢的

局面。

（罗宝 吴晓慧 金玲）

家长进课堂 携手促成长

近日，一则“未来5年都没有大年三十”的消
息引发公众关注。消息称，2024年2月9日是近
年来最后一个大年三十，因为从2025年起至2029
年都没有大年三十，只有大年二十九。天文科普
专家表示，大年三十时有时无是正常历法现象，
系农历大小月所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介绍说，我国农历中的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
化的周期定义的，称之为“朔望月”。这源于我国
历法规定，将完全看不到月亮的那一天定为农历
初一，称之为“朔”；看到满月的那一天称之为

“望”，可能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
七；再到下次“朔”的日期为下一月的农历初一。
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就是“朔望月”。

由于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是自然
节律，朔的确定要根据月亮和太阳的真实位置来确
定，朔的时刻可能会落在一天的任何时间，所以每
个“朔望月”也不相同，一个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为
29.5306天。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
此有时是小月（29天），有时是大月（30天），而且大
小月的出现并非一大一小这样的间隔排列，也有可
能出现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小月的情况，这需
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定。但总的来说，大月的数
量要比小月多，同样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没
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

以农历癸卯兔年的农历十一月和腊月为例，
农历十一月初一（公历2023年12月13日）到腊
月初一（公历2024年1月11日）之间为29天；腊
月初一至农历甲辰龙年的正月初一（公历2024年
2月10日）之间为30天。

杨婧表示，大年三十“缺席”的情形差不多每
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如2013年、2016年、2022
年，甚至于还有可能会连续“缺席”，如2025年到2029年连续5
年、2039年至2041年连续3年都没有大年三十。但连续5年，
腊月均逢小月，都没有大年三十，比较罕见。正因如此，这则
消息格外引人注目。

统计显示，未来26年，也就是到2050年，农历春节前一天
为大年三十的共有14次，没有大年三十的有12次。

杨婧表示，虽然大年三十时不时地就玩一回“消失”，但不管是大
年二十九还是大年三十，除夕一直都
在，人们吃年夜饭、祭祖、守岁，一起迎
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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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支教爱心支教 多彩寒假多彩寒假

1 月 23 日，在

合肥市肥东县长

临河学校中心小

学，山东大学小树

林支教调研团长

宁队的大学生们

走进小课堂，给当

地留守儿童带来

丰富的课程，让他

们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多彩寒假。

陈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