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生命健康教育
全面提升学生身心健康

在认真听取了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后，宁波市政协委员、余姚市教师进
修学校副校长朱延芳赞同报告中“加强
生命健康教育，全面提升学生身心健康”
这句话。

她认为，“研学活动”应该成为促
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作为
老师，我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对研学活
动的喜爱。”朱延芳说，不管是“红色
游、非遗游”，还是“博物馆游、名校
游”，抑或是“实践游、游乐游”，研学活
动让孩子们很放松。他们走出校园，亲
近自然，锻炼体魄，而且在克服困难与
挑战的过程中，磨炼意志。同时，他们
还能释放学习压力，舒缓心理焦虑，培
养兴趣，增强社交能力，真正实现身心
的全面健康发展。

朱延芳在前期调研中也发现，目
前的研学活动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
乏顶层设计，以玩为主；缺乏高质量
的课程，与“家庭游”差别不大；缺乏
专业导师，与“立德树人”要求脱节；
还有一些学校组织不同年级的学生同
去一个研学点，没有做到针对性和发
展性。对于这些问题，她认为，教育部
门、文旅部门以及学校、研学基地等
需切实承担起责任，积极沟通协作，
共同完善顶层设计、优化课程体系、
丰富研学内容、培育专业导师，“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为青少年打造出高质
量、富有实效的研学之旅，让孩子们
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茁壮成长，实现
身心的全面发展，为未来的人生道路
奠定坚实基础，助力他们成为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

建设教育强市、高校“一校一策”绩效评价改革、生命健康教育……

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关键词
1月8日，在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市长汤飞帆作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全市目标

任务中，与教育相关的主要包括：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全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深化高校“一校一策”办学绩效评价改革，支

持宁波大学“双一流”建设，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正式建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建

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超常布局急需学科，研究生培养规模突破2.4万人。

加快构建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善普高特

色多样发展布局，建成投用海曙中学，普高录取比例提高到75%左右。

对此，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如何说，一起来看一看。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樊莹 文/摄

教育发展
民生与国计兼顾

建设教育强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次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5年我市教育发展进行了前
瞻部署。市人大代表、宁波中学党委书记邵迎春对
此有几点感悟和体会：

教育发展取向：民生与国计兼顾。
教育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国家

战略属性。同时教育强国强市建设具有鲜明的人
民属性，其根本取向是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
加多样的教育需求。教育的民生和国计两个属性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忽视民生，则教育发展不均
衡；忽视国计，则教育发展不充分，造成人才不足、
科技不强，难以有力保障持续发展。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加快构建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供给机制”“着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发展”等无疑是全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的有
力支撑。

教育育人方向：知识学习的目的是全面发展。
当前教育矛盾之一是“育人”与“育分”的矛

盾。“知识是成才的基石，要把基石打深、打牢。”知
识学习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是知识学习
的目的。离开知识学习，全面发展是空洞的；离开
全面发展，知识学习是盲目的。在当前的教育实践
中，我们要改变过度强调机械化知识学习、“育人”
被异化为“育分”，避免知识学习碎片化、学段间脱
节、学科间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避免“五育”特
别是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知行脱节。

为此，在教育强市建设中，首先要形成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应充分利用数智技术改进评价方
式，优化过程性、诊断性评价，丰富与优化表现性
评价工具，以科学的教育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其次，要变革知识学习内容。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突破，知识裂变传播和聚变传播现象，
推动教育内容的革命性重塑。再次，要创新教育教
学范式。基于数字技术改善学习体验，促进个性化
全面发展。最后，要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
质量教育体系，强化教育的思政引领力。

深化高校“一校一策”
绩效评价改革恰逢其时

从深化高校“一校一策”办学绩效
评价改革，支持宁波大学“双一流”建
设，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正式建
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职
业大学，再到建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超
常布局急需学科等……作为一名高校
工作者，宁波市政协委员、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鞠芳辉欣喜地发
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提
及高校。

鞠芳辉说，宁波市高等教育正处于
“多元化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期和窗口
期，各高校特色发展、差异发展是必然
选择，不同高校在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
展中应有不同定位。例如，从各高校与
宁波产业发展的联系而言，宁波东方理
工大学（暂名）的定位应该是原始创新，
引领产业；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工
程学院等应用型高校的定位应该是应
用创新，支撑和服务产业等。宁波市政
府及时出台了“一校一策”的相关政策，
并提出深化“一校一策”绩效评价改革，
恰逢其时。

鞠芳辉建议，在接下来推进“一校
一策”评价改革过程中，应避免依旧因
循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同质化的、过度
强调课题奖项论文等指标的评价体系
框架和内容，而应以服务地方为导向，
以鼓励各高校按各自定位，特色化、差
异化发展为原则，真正落实“一校一策”
的评价改革和支持政策，推进宁波高校
结构优化，全链条、全层级对接和支持
宁波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市政协委员、余姚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朱延芳。

市政协委员、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
院教授鞠芳辉。

市人大代表、宁波中学党委书记邵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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