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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全
面提升中小学书记校长、地方教育局
长的人工智能领导力，近日，教育部举
办人工智能校长局长专题培训班。教
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作开班动
员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作
结业总结。

怀进鹏指出，基础教育是教育强
国建设的基点，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
强国最重要最基础的力量，校长局长
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面对科
技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推动教师和校
长局长更好地理解教育强国建设在中
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教育的深刻影响，

把握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内容、方
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怀进鹏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与人工智能深
度融合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
握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价值、目标任务和理念方法，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机遇，充
分发挥智能技术的变革性力量，赋能
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坚守育
人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学生的思想引
领和价值引导。要优化知识体系，提
升师生素养技能，加快建设人工智能
课程体系、推进课程教材建设，全面

提升教师的智能素养和育人本领。要
深化平台应用，赋能教育改革创新，
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入实
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加快智能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要扩展国际合
作，彰显教育国际影响，搭建标准互
认、数据互通、平台互联的全球智慧
教育体系，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在全球
范围开放共享。要坚持智能向善，构
建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积
极拥抱、引导善用、趋利避害，统筹各
方力量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和挑战，确保中小
学生会用、善用、不滥用人工智能工
具。

培训班着眼未来人才培养，结合
人工智能新进展、新趋势和赋能教育
的新举措，将政策理念、形势任务、技
术素养、实践案例相结合，精心设计课
程。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负责同
志，教育部相关司局单位负责同志作
专题报告。地方教育局局长和中小学
书记校长进行典型案例分享并围绕人
工智能时代校长局长的使命担当开展
了分组研讨交流。

培训班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设主
课堂，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同步直
播，实现对全国中小学书记校长、地方
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的全覆盖。

据教育部官网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通
讯员 周杰）校门口的安全和秩序如何优化？如
何提升师生应对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4月25
日，余姚市三七市镇中心小学报告厅座内，一
场以“交通安全‘童’心同行”为主题的余姚市
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现场推进会在此举行。

会议开始前，校门口进行了一场防冲撞、
反恐防暴演练。从发现意外到报警，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学生疏散，整个演练过程的专业
性、规范性和警校联动的及时性得到参会人
员高度肯定。

针对校门口的电动车骑行乱象，余姚市
教育局联合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正式
下发《关于开展全市校园及周边电动自行车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未来两个
月，两部门将针对未成年人及接送家长违规
骑乘、不戴或不规范佩戴头盔等问题，通过教
育引导、家校协同、部门联动，建立长效机制。

早七点的“送学潮”、晚五点的“接娃潮”，
校园周边“定时堵”怎么破？

余姚市教育局安监科科长武海彬在会上
透露，余姚市教育局已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对
城区较拥堵的12所学校面对面会商“一校一
策”精准治理，全力破解校园周边“堵局”。

“这不是‘一阵风’的运动式整治，而是要
建立长效机制。”余姚市教育局副局长孙申乔
表示，后续余姚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制度
创新+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护航学子平安
成长路。

当多数学校图书馆仍在传
统借阅模式中徘徊时，宁波这所
有着60年历史的学校图书馆已
悄然完成功能迭代。

学院副院长徐瑛介绍，学校
通过构建“图书馆+”工作模式，
打破部门壁垒，将教学、实训、美
育等多元要素融入空间再造，使
图书馆成为一座多层次、多维度
的校园文化新地标。

在这里，图书馆被打造成学
生的“第二课堂”。图书馆先后为
11门校级精品选修课提供了优
质的学习环境，含书法、拓印、草
编工艺、话剧等课程，每周参与
学生人次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12%。短短一学期，图书馆选修
课学生的到馆率提升33%，借阅
量增长25%。

在美育教育方面，图书馆成

了最佳载体。每年，图书馆都会
举办专题艺术展，师生的绘画、
摄影作品，以及广告设计专业的
毕业设计作品在此竞相展示。学
校还积极与宁波美术馆等艺术
机构合作，开展多样的艺术体验
活动，让师生亲身体验并学习不
同的艺术技巧。

如今的图书馆，已变身为思
想交锋的“文化客厅”。“知物由
学”校园读书节、甬凉青少年阅
享活动、“拾得”书影等活动的开
展，搭建起一座座沟通桥梁，让
本校学生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
的同龄人进行深入交流与分享，
从而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
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的变
革不仅是空间形态的转变，更成
为职业院校创新的实验场与未

来的实验室。
学校大胆将图书馆的文化

空间与视觉设计交给建筑装饰
专业学生，让他们用专业知识重
新定义图书馆的功能。“当手里
的图纸逐渐变成实体空间，我们
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工匠精神'。”
参与项目的同学感慨道。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践，
让更多人看到图书馆的多元价
值，看到它在教育中的无限可
能。让图书馆成为学生心灵的港
湾，成为他们探索世界、创造未
来的起点。”徐瑛说。

据悉，本届书香校园阅读教
育教学成果评选，宁波市共有6
所学校获书香校园建设与活动
典范案例、1所学校获书香校园
建设与活动优秀案例，4所学校
获阅读指导课优秀案例。

教育部举办人工智能校长局长专题培训

图书馆+ 如何加出效果？
这所60年历史的学校图书馆“火”到全国

“在我们学校，图书馆不只是藏书的场所，更是多元功能空间、学生成长的第二课堂、美育的摇篮、
文化交流的客厅以及实践创新的基地……”4月25日，在天津举行的2025年书香校园阅读大会暨第四
届书香校园阅读教育教学成果交流活动上，宁波第二技师学院作为浙江省唯一代表，凭借“书香校园建
设与活动典范案例”的殊荣，上台分享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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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由学讲堂”活动现场。通讯员供图

保障校园交通安全
余姚亮出“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