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数字赋能小学美术研讨活动在丰台区第一小学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馨予 通讯员 顾瑾）近
日，“新时代美育改革研究”项目三年发展规
划——北京市小学美术学科暨数字化赋能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构建教研共同体研究活动在
丰台区第一小学举办。此次活动的开展，切
实有效将美育工作落实于课堂教学，开展突
出北京特色，尊重美育的多样性，深入挖掘北
京地方特色文化，丰富北京学校美育实践形
式，充分发挥北京资源优势，贯穿学校教育各
学段，同时，更好地发挥首都作用，引领全国
美育建设。本次活动设有主会场、四个分会
场和线上直播间，来自北京市各区的近三百
位美术教师参加。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艺体教研室顾瑾
老师主持此次活动，丰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校长祁红致开幕词。主会场呈现由丰台区第
一小学朱梦琪老师执教小学美术四年级美术

“品浮雕 绘牌楼”的现场课。该课程展现教师
与学生从书本范画到AI的创作，从传统卡通形
象到AI创设形象，从展示评价到数字互动，拓

展了学生创意思维的新路径，体现了课程导入
的创新发展，创新了艺术教学评价体系，并把
合作学习与自主探究贯穿课堂始终。四个分
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同步进行。
活动第二环节为丰台区第一小学与石景山区
古城第二小学美术教研团队的区域联动教研
展示。现场的美术教师交流了新时代背景下
对教师提出的更高新要求，并因地取材进行了
现场互动式的实景教学探讨。现场屏幕同传
各位专家点评的思维导图。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进一步加强美术学科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在教师熟练运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还要提
升学生运用数字化设备的能力，方能体现学
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通过数字赋能真正
解决美术课堂教学中艺术实践在时间与空间
受限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与人工智能进行深
度对话。希望借助教研深入研究教、学、评的
一致性问题，改进数字化评价方式才能真正
提高评价素养。

“此次的活动为老师们指明了美术的新
赛道，育人方式的转变及快乐课堂的生成。
希望与会美术教师深度思考教师如何积极面
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新变化；我们带领学生
对美的追求才是美育的核心，即至真至善至
美；要不断探索跨学科的大单元模式的研究；
让美育产生对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对生命的
影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说道。

本次北京市小学美术学科数字化赋能
促进教师数字素养与数字化教学基本功研
究的多区域联动美术教研活动在丰台区成
功举办，向全市美术教师们展示了在AI人
工智能时代，数字赋能美术教育如何落地课
堂，如何提升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学生实际
获得，美术教师们如何进行深度学习、提升
数字教学基本功等。这是一次很好的创新
教学，是一次深层次对美术教学的总结与提
升，也为广大师生提出了今后教学与研讨学
习的思考。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
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行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
年”行动的工作目标、规范整治重点、实施步
骤、健全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要求。

《通知》提出了“五个进一步”的工作目
标，即进一步增强基础教育战线干部队伍和
广大教师、教研员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规
矩意识，进一步清理整治基础教育领域存在
的违法违规、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功利化短
视化行为，进一步建立健全依法管理、从严管
理、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学校管
理能力和教书育人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获得感。

《通知》明确了“三项规范整治重点”和
“十二条负面清单”，要求重点规范整治安全
底线失守、日常管理失序和师德师风失范等
三方面问题。负面清单包括：严禁出现反党
反社会主义、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等错误言
行；严禁校园内发生以多欺少、以强凌弱、以
大欺小等学生欺凌行为，或教师漠视、纵容学
生欺凌行为；严禁学校违反规定提前开学、延
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等。

《通知》提出了 2024年全年“四步走”的
实施步骤。即日起至 5月底，省级部署启动
实施；6月至 9月，各地各校全面自查整改；9
月至 10月，省域范围重点自查、加强工作指
导；11月至 12月，对规范管理年行动进行总
结反馈。

《通知》要求各地健全“四项制度”，推动
规范治理工作久久为功、常管长治，切实提高
办学治校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一
是建立声誉评价制度，如实记录各地教育部
门和学校的不规范办学治校行为，作为学校、
教师各类评优评先和表彰奖励的重要参考。
二是建立能力提升制度，建立一批中小学幼
儿园规范办学基地校，有序组织书记、校（园）
长到基地校跟岗研修，加强规范办学专门培
训。三是建立责任落实制度，强化属地管理、
重心下移，加大对违规办学行为惩处力度。
四是建立监督曝光机
制，畅通违规办学举报
渠道，建立曝光台，加强
社会监督力量建设。

更多内容，请扫描
二维码了解。

（区教育委员会）

12个“严禁”
教育部最新发布

优秀班主任刘彦彦

做好低年级孩子的引路人

多年来，刘彦彦一直担任低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耐心、爱心和细心：孩子不爱喝水，她和
他们比赛喝水；孩子过生日，她会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和亲手书
写的贺卡……大家一起建设幸福教室，设计班徽、制定班级公约、
布置教室，装点小葵花个人秀场、小葵花阳光屋，让每面墙壁、每
个角落会说话。

刚接班时，班里有一位叫小山（化名）的女孩。因为小山做事
情比较拖拉，成绩也不太好，她的妈妈表示“讨厌她”。后来刘彦
彦发现，小山妈妈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较大问题，例如“经常使用
言语打击、打骂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尽管这位妈妈意识到自己
存在问题，却不知怎么办。刘彦彦和心理老师多次与她沟通，起
色也不大。

一次，就孩子教育问题，刘彦彦与小山妈妈深入沟通，但依旧
无果。后来，经家长和孩子的同意，刘彦彦把小山接到自己家住
一晚——她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山暂时脱离不够冷静的妈
妈，同时舒缓情绪。回家后，刘彦彦为小山烹制了一桌美味的饭
菜，还为她准备了新睡衣……晚上，刘彦彦和小山妈妈微信交流，
希望尽最大努力让她改变想法，多用正面引导的方式教育孩子。

之后，小山像变了一个人。课上，她认真听讲、书写变得工
整、遇到问题能及时询问……期末考试时，之前总徘徊在及格水
平的小山，数学考出了92分的好成绩。得知孩子的进步，她的妈
妈满心感激，决心要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

用情交流
让学生感受被爱的幸福

刘彦彦以班级培养目标为基础，系
统构建“幸福成长”的班本课程，让学生
在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班级活动中幸福
生活。

班级“服务课程”使得“人人有岗位、人人
有事做”：黑板清洁师、窗台除尘员、节能小卫
士等，让学生在“岗位体验”中学会合作、增强责
任感。

班级“体验课程”使得学生在活动中学会温暖他人、
体验幸福：母亲节、父亲节到来时，大家和爸爸妈妈一起
玩家长小时候的游戏，在游戏中增进亲子感情；一起在学
校的花池中种植蔬菜，用收获的蔬菜烹制美味……

班级“阅读课程”让学生在阅读中拥有力量：班级共
读、亲子阅读、好书漂流等丰富的阅读方式，让阅读充满
趣味；阅读小状元、我是小书迷、最美声音等特色评价，让
阅读有意义。

班级“家校课程”则让家校形成了合力。刘彦彦根
据家长的需求，精心设计家长会主题，形成教育合
力。例如，“别急，慢慢来”是新生家长会的主题，
她一一解答家长对幼小衔接的困惑，消除家长
的焦虑；“宝爸宝妈谈育儿”家长座谈会上，家长
们畅谈教子经验和困惑，相互学习……

设计班本课程
让学生体会成长的幸福

在学校引领下，刘彦彦将“学习共同体”的理念引入课堂。例如，学生可以借助“学习单”有序
开展学习活动，让他们敢说真话、敢说“我不会”“我不懂”。此外，她还多次做研讨课，和老师们分
享研究。区督导室的负责人感叹：“没想到，二年级的孩子学习这样投入，表达能力这样强。”

为了让低年级的孩子对抽象的数学产生兴趣，她将数学绘本和数学教材相结合，成为全校第
一个用数学绘本讲数学课的老师。到了二、三年级，她还会让孩子们写数学日记、画绘本画……以
此实践形成的课题成为丰台区课题，相关文章也发表在《北京教育》中。

在刘彦彦的精心设计下，作业不再是强加给学生的负担，而是学生喜欢的“礼物”：“最牛建筑
师”看谁的建筑搭得又稳又高；“数学故事会”上，学生自己创作数学画、讲数学故事……有趣而丰
富的作业，就像美味又营养的大餐，让孩子们细细品味，欲罢不能。

“教育最伟大的成就感不过是多少年后再回首——曾经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她在某段路上，
牵着你的手，搂着你的肩，陪你走过这样一段时光。”刘彦彦愿意做那个陪伴孩子一段时光的人，也
希望孩子们在多年后想起她时，能够充满甜蜜的回忆，这也是她作为老师最大的幸福。

创新教学方式 让学生感受学习的幸福

人物名片

刘彦彦，党员，高级教师职称，丰台区
丰台第五小学教师。曾先后荣获紫禁杯班
主任特等奖、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市中小
学“学生喜爱的班主任”、第四届全国“好老
师”等荣誉称号。

刘彦彦引导学生阅读刘彦彦引导学生阅读。。

老师在指导学生们创作美术作品老师在指导学生们创作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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