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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岳文玲、实习记者张
佳煜、通讯员杨佳报道：3月28日，昌吉

市第二批10辆专用校车正式投入运营，
新开通9 条定制化线路。这批校车覆盖

滨湖镇、三工镇、六工镇等5所乡镇学校
（含 1 个教学点），惠及 300 多名乡镇学
生，通过“定点接驳+专线护送”模式实
现家校通勤无缝衔接。

专用校车的配备是昌吉市教育惠民
工程的重要举措。据了解，昌吉市首批7
辆校车已于2024年投运。第二批校车延
续“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管理
规范”模式，进一步扩大服务半径。新投
用校车采用高强度钢骨架车身设计，配
备全程监控、GPS定位系统，每车安排专
人随行照看，构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

校车投运当日，六工镇中心学校邀请
昌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北郊中队交警向
学生宣讲了乘坐校车的安全常识，并现场
教学生规范使用安全带。“以前早早起床
赶农村公交车，现在有专用校车接我们上
学、放学，能节省我不少时间，既方便又安
全。”六工镇中心学校学生王雨菲说。

截至目前，昌吉市校车服务已覆盖
6 个乡镇，17 辆校车运行在 14 条线路
上，累计为600余名学生提供便利的交
通服务。

3月25日，昌吉州教育考试中心组
织召开2025年初中英语中考研讨会，
全州各初级中学英语教师及各县（市）
英语专兼职教研员齐聚一堂，通过示范
课展示、跨区域经验分享、课堂切片分
析等环节，研讨主题意义引领下的中考
英语单元整合复习课。这场研讨会不仅
是一个学科的教研盛会，也是近年来昌
吉州教研创新的缩影。

据了解，2024年，昌吉州教育系统
共组织开展了 32 场线上线下教研活
动，覆盖教师 8000 余人次；30 名骨干
教师研发的 7 科中考模拟卷成为备考

“宝典”，这些都印证着昌吉州教育系统
“研训用一体化”机制取得了实效。

“我们正在推动备考从知识覆盖转
向素养渗透，构建三级协同教研新生
态。”昌吉州教育考试中心教研室主任
李峰说，“截至目前，今年我们已举办
15 场教育研讨会，涵盖从幼儿园到高
中各学段。”

这些深度教研在基层学校结出硕
果。今年3月中旬，昌吉州、市教研团队
对昌吉市第四中学开展专项教学视导，
通过旁听62节推门课、12场集体备课

指导，精准诊断出课堂互动设计薄弱等
共性问题，针对性提出语文“情境化单
元整合复习”、数学“强化思维训练”等
解决方案。“视导组带来的分层作业优
化方案，让我们备考更有条理。”昌吉市
第四中学党总支书记桂佳喜表示。

据了解，昌吉州已构建出“专职引
领+兼职协同”教研网络——14名专职
教研员与50名兼职教研员组成“教研铁
军”，每周常态化深入学校听评课，2024
年累计开出“提质良方”120余条，助力
学校实现“缩尾壮腰拔尖”目标。

昌吉州还同步推进教师成长与数
据赋能双轮驱动——仅在2024年，就
开展了626项区、州级小课题攻关，举办
覆盖500余名教师的基本功大赛，21个
名师工作室完成52次送教送培，还邀请
太原、重庆、武汉、乌鲁木齐等地专家开
展专项培训等，以一系列有力举措构建
起“课题+赛训+名师”成长链。同时，依
托全年6个年级7万条学业监测数据生
成的25份诊断报告，有力指导昌吉州各
学校改进教育教学方式方法。

“我们以数据闭环推动教研从经验
型向科学化升级，实现教师培养与教学

质量双提升。”李峰说。
从夯基垒台到全面发力，昌吉州打

好建强队伍、创新机制、数据驱动组合

拳，铺就“强师—优教—兴学”进阶之
路，为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了教育力量。

本报讯 记者米桃乐、通讯员吕振
江报道：今年的3月31日是第30个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3月25日，昌吉市
消防救援大队在昌吉市第一中学开展了
一系列消防安全教育活动，旨在提高该
校师生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现场，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特
点与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师
生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拨打119火警电
话、如何预防火灾发生、如何检查身边的
消防安全隐患和安全有序疏散的方法等
消防安全知识。在讲解火灾预防时，消防
员列举了学校常见的违规使用电器、堵
塞消防通道等行为，并指出这些行为可
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消防员还为师生展
示了灭火器、消火栓、消防水带、破拆工

具、防护服等消防装备器材，并详细介绍
了它们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昌吉市第一中学学生阿柔江·叶尔
喀孜说：“通过这次教育活动，我学会了
如何正确拨打119火警电话，遇到火灾
时该如何去做，我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
讲给身边的人，让大家和我一起做好消
防安全。”

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阿热
法提·阿里木说：“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教
育一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
社会，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消防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我们希望能在孩子们
心中种下消防安全的种子，让他们从小
树立起消防安全意识，共同为构建安全
和谐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陈徽报道：近
日，昌吉市举办“泉昌情”教育人才工
作站暨昌吉市中小幼科技创新工作
室启动仪式。

工作室由昌吉市教育局联合科
技局、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教育中心关心生命健
康组委会共同组建。聘任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姚永强教授为工
作室领衔人。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姚永强说：“把国内造诣很深的一些
专家、最先进的科研工作经验、科研
工作的创新活动引进来，让青少年在
日常的科创活动中得到提升，最终选
拔出拔尖人才，提供上升的渠道，为
他们服务。”

“泉昌情”教育人才工作站是泉
州市“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的生动
体现，旨在为昌吉市传播先进教育
理念，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实现教育援疆从“输血”到“造血”的
转变。昌吉市中小幼科技创新工作
室在“泉昌情”教育人才工作站的指
导下，工作室以人工智能、航空航
天、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四个前沿领
域为核心方向，广泛整合科研机构、
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构建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科技创新教育
体系。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
动，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
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
和科学精神，为未来科技领域输送
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创新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通讯
员吕晓玲报道：近日，奇台县举办了

“红烛杯”第十四届中小学美术学科
教师综合素质大赛。

奇台县 8 个教育集团的 13 名美
术教师参加比赛。此次活动也是奇
台县“榕奇·融创”中小学美术工作
室开展的联合大教研活动，旨在深
化艺术课程改革，推动教学评一体
化实践。

此次比赛采取“同课异构”模式，
共有教学设计、无生课堂、专业素养3
个环节。除教学技能外，参赛教师还
进行了软笔书法、国画创作、立体纸
艺等 7 个项目的比拼，全方位考察参
赛教师艺术教育综合能力。来自奇台
县各中小学校的 50 余名美术教师现
场观赛，并参与教学研讨。

“此次比赛紧扣新课标要求，并
融入‘数字艺术’等新兴领域教育
研讨，达成以赛促教、以赛促研的
目标。通过专题研修提升优秀课例
转化效果，有效夯实教师基本功，
激发教师深研新课标的积极性。”
奇台县教育局教研室体音美教研
员王志瑞说。

王志瑞介绍，奇台县还同步启动
了“美育提质月”系列活动，奇台县各
中小学校美术教师将通过线上教研、
集团校轮训、优秀作品巡展等形式，
持续深化赛事成果转化，提升教学
质量。

近来，饭圈文化乱象屡屡引发社会
争议。受饭圈文化影响，甚至有未成年人
采用“开盒”这种曝光他人隐私信息的手
段进行网络暴力。

混乱的饭圈生态，如恶意拉踩、网络
骂战等，破坏了网络空间的和谐氛围，容
易让青少年置身不良文化环境中。一方
面，未成年人可能受饭圈文化的吸引，参
与其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饭
圈活动，从而影响学习。本该用于汲取知
识、提升自我的宝贵时光，却耗费在打
榜、应援等毫无意义的饭圈琐事上。另一
方面，饭圈中极端、偏激的行为极易误导
和扭曲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未成年人正
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长期接触这
类不良行为，会使他们对是非对错的判
断产生偏差，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在由饭圈文化引
发的网络暴力事件中，未成年人既有可
能成为施暴者，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前
一种情况，参与的未成年人可能涉嫌违
法犯罪，后一种情况，未成年人可能受到
身心伤害。可以说，不管属于哪一种情
况，未成年人都是最终的受害者。

未成年人受饭圈文化影响有着复杂
的原因。从社会层面来看，信息传播迅
速，饭圈文化借助网络平台广泛传播，铺
天盖地的娱乐信息让未成年人难以招
架。从家庭角度而言，部分家长忙于工
作，对孩子缺乏足够的陪伴和引导，未能
及时察觉孩子在饭圈文化中的迷失。学
校方面，在应对饭圈文化的冲击时，未能
充分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追星。

为治理饭圈乱象，有关部门已采取
诸多有力举措。网信办开展的“清朗行
动”，针对网络空间中的不良饭圈现象进
行整治，有力净化了网络环境。在体育领
域，相关部门也多次发文，加强对赛场秩
序的管理，严厉打击极端粉丝的不当行
为。但要看到的是，饭圈文化的生成，有
着复杂的经济、文化等因素，治理饭圈乱
象，无法药到病除，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引导，需要凝聚更大
的社会合力。

就“开盒”曝光他人隐私信息等行为
而言，它不仅涉及饭圈乱象，还暴露出严
重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为何个人的隐
私信息能够在网络上轻易获取？相关平
台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是否尽责？泄露、
售卖个人信息的灰色产业链如何治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回答，不仅“开
盒”行为难以根治，你我的信息安全和生
活安宁都得不到保障。对此，不仅要求平
台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商业自律，提高数
据安全防护能力，严防用户信息泄露，也
要求执法部门加大对灰色产业链的打击
力度，斩断伸向个人信息安全的黑手，共
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引导未成年人远离饭圈文化的不良
影响，让他们在健康、积极的环境中茁壮
成长，需要多方合力。学校法治教育要发
挥划红线的作用，要让未成年人知道在追
星过程中哪些行为是禁区，是不能逾越的
法律红线。思想政治教育要直面数字时代
的挑战，既要科学分析、准确把握数字时
代青少年的特征，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形
式和方法，以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学生的成
长需求和发展要求。要在引导孩子追什么
样的星、如何追星上发挥引领作用。对于
家长来说，如果孩子沉迷追星、打榜，迷失
在饭圈文化中，自己却不知情，这无疑暴
露家长作为监护人的缺位。

总而言之，网络空间是青少年成长
的重要场域，治理饭圈文化乱象、净化网
络空间，让青少年在这片天地里，自由汲
取有益养分、培养健康人格，这绝不是某
一个部门、某一个群体的责任，全社会都
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不能置身事外。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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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教研创新进阶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荷苒·马汗 文/图

3月25日，昌吉州教育考试中心组织召开2025年初中英语中考研讨会。

昌吉市第一中学

消防知识进校园

3月25日，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昌吉市第一中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
□本报记者 米桃乐摄

近日，昌吉州艺术剧院
新疆曲子剧团在阜康市晋阜
小学和城关镇中心小学开展
新疆曲子进校园活动。

传统文化进校园意义
非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年轻一代心中扎根，使学
生感受其独特魅力，提升艺
术修养。同时，在校园中播
撒传承的种子，让戏曲艺术
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司梦扬摄

新疆曲子进校园

3月28日，校车投运当日，交警教学生规范使用安全带。
□本报记者 岳文玲摄

3月28日，昌吉市六工镇中心学校校车有序停在校门前。□本报记者 岳文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