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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教育之变，可以从课堂出发。

比如，让“粉笔＋黑板＋教材”的教学“三

大件”，升级为“电子白板＋投影仪＋台式电

脑”的教学“新三大件”，再转换到“登‘云’上

‘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打造

“智慧课堂”。

“智”在何处？“惠”及何人？

我省近年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的具体实践，给出了答案：一方面，面向教

师和学生，促进“教”和“学”提质效；另一方

面，面向不同的学校，实现优质教学资源互通

共享；总而言之，推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一个平台，促进教学相长

课桌上不放书本和笔盒，那放啥？

“放着平板电脑和触屏笔。”庆阳市西峰

区团结小学四年级学生孙欣悦说。

她 描 述 道 ，“ 数 学 课 上 ，‘ 平 行 ’‘ 垂

直 ’‘ 相 交 ’等 直 线 与 直 线 的 位 置 关 系 ，不

再 是 书 页 上 的 概 念 ，老 师 引 导 大 家 在 平

板 电 脑 上 画 一 画 、比 一 比 ，很 快 就 可 以 理

解 、记 住 。”

有学生没有听懂、画得不对，怎么办？该

校教师李静笑着告诉记者，根本不用担心，

“学生使用平板电脑打草稿也好，做测验也

罢，相关数据都可以汇总到智慧教育平台，进

行统计分析。”

“借此，我们能够不漏一个学生，及时掌

握所有人的课堂学习状况。根据学情，随时

调整可以‘一笔带过’和需要‘反复强调’的

知识点。”李静补充，利用智慧教育平台，还

可以做到分析学生课前学习数据以学定教，

分析学生课后作业数据进行指导。

在我省，这样的“智慧课堂”有 213 个。

教学模式的创新变革，自这些“智慧课堂”开

始。而这些“智慧课堂”，“生长”于“肥沃”的

智慧教育平台。

近几年，我省推进全省智慧教育平台一

体化发展，不断丰富省平台应用和资源，实现

了 9 个市州平台与省平台的对接，让省平台

更好地成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在地方

的延伸和补充。并基于甘肃教育数字基座，

使得 3 个市州平台实现了与国家、省平台的

互通互联。

现 如 今 ，应 用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备 课 上

课 、听 课 评 课 、互 动 教 研 等 ，已 成 为 我 省 学

校 教 师 工 作 的 常 态 。 课 堂 内 外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为 教 师 教 学 行 为 和 学 生 学 习 行 为 精

准“ 画 像 ”，帮 助 教 师 改 进 课 堂 教 学 、提 高

教学效益。

“2024 年，我省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全域应用的 9 个试点省

份之一。”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综合发展科

科长吕姝丽介绍，以此为契机，我省先后认

定省级智慧教育示范区 2 个、标杆校 79 所，

正在培育省级智慧教育示范区 11 个、标杆

校 201 所……

省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和标杆校的建设与发

展，正是通过教育数字化，探索提升我省教师队

伍现代化教学整体水平的有效载体。

“老师自己不学习、不成长，咋帮助学生

们发展进步？”定西市岷县第四中学青年教

师折晓菊在智慧教育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

良师益友——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的教

师们。

“教育数字化，老师们也是受益群体。我

们的课堂得以重塑。”折晓菊认为。

经过几年努力，岷县 15 所项目学校的

500 名教师，与成都七中等国内名校的名师

建立了数字化师徒关系，远距离但高密度地

共同开展教学“研与评”工作。

包括岷县，我省共有 20 个县区在行动：

2024 年第二季度起，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和省级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和应用，甘肃省

电化教育中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人工智能

赋能县域教师专业发展”试点工作。

近 2000 名来自小学、初中、高中等不同

学段的，具有一定数字素养、熟悉智慧教育平

台操作的教师，学习如何深度应用“AI 课堂

分析”等，以提升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法、创

新教研模式。

让老师教得更好，让学生学得更好。一

个平台，正在全力实现这两个目标。

一根网线，串起城乡课堂

不起眼的泥巴，能玩出什么花样？

可以捏成工具、玩具，甚至是艺术品……

前不久，定西市岷县西城区小学教师王惠通

过“专递课堂”，同时为岷县西城区小学、岷县

十里镇中心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上了一节泥塑

美术课。

王惠所展示的捏、揉、搓等泥塑技法，全

面、生动地呈现在讲台上、屏幕中。

“我以为，‘美术’就是在纸上涂涂画画。

没想到，屋外头的泥巴也可以是‘美术’，真是

好玩又有趣！”岷县十里镇中心小学学生陈嘉

辉重新认识了美术课。

惊喜发现：一根网线，网线两端，是同样

优质的教学资源。

实 践 证 明 ：教 育 数 字 化 ，能 够 有 效 助

力 缩 小 区 域 教 育 差 距 ，促 进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展。

“ 岷 县 建 立 了 城 乡 联 盟 授 课 模 式 ，共

计 建 成‘ 专 递 课 堂 ’120 个 ，让 农 村 学 生 享

受 和 城 区 孩 子 一 样 的 教 育 ；同 时 ，我 们 学

校 薄 弱 学 科 教 师 与 岷 县 西 城 区 小 学 对 应

学 科 教 师 实 现 结 对 ，让 农 村 学 校 教 师 掌 握

城 区 学 校 教 师 的 先 进 教 育 理 念 和 教 学 方

式。”岷县十里镇中心小学校长吴朝明说。

过去有段时间，不少学生进城上学。现

在，全省开设“专递课堂”“云端名校”“名师

工作室”等，根根网线连接城乡，资源下行加

速共享，农村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2024 年 9 月‘云端学校’上线，目前入

驻授课学校 890 所，完成授课数量近 6 万节；

全年共建设名师工作室 378 个。”吕姝丽说。

不仅如此，“专递课堂”还多了高校师范生的

身影。

“校地密切合作，给足高校师范生各显其

能的机会，让他们也走上‘专递课堂’的讲台，

在‘云端’助力农村学校从‘开齐课’到‘开好

课’。”吕姝丽补充说。据统计，当前，“专递课

堂”覆盖了全省 18 个县区的 341 所中小学，

上课学生达到 50.46 万人次。

显 而 易 见 ，接 通 这“ 一 根 网 线 ”意 义 重

大。要怎么做？

“3 年时间，我们累计投资 300 多万元，

升级改造全光校园网，达成‘万兆到校、千兆

到桌面’的目标，建成具备课堂智能反馈系统

的录播教室、远程互动教室、平板智慧教室

等。”张掖市临泽县第二中学校长李栋说。

放眼全省，为做好教育专网建设，省财政

投资近 2400 万元，着力推动省内教育专网骨

干网、市州县区城域网、校园网全面贯通，实

现万兆到市州县区、千兆到校、百兆到班的目

标，构建云网端一体化发展的教育新型基础

设施服务体系和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

进展喜人：我省教育专网省级核心节点已

完成建设，市州教育城域网核心节点建设完成

14个，县区教育城域网建设完成72个……

2024 年 12 月底，在教育部召开的 2024

年全国教育数字化工作总结会上，我省总结

展示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全域应用试

点工作成效，可圈可点。

鉴往知来，再启新程。“会议提出，2025

年将开启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新三年。对此，

我省准备好了。”甘肃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甘

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国珍信心十足，

“今后，我们将全力推进国家平台应用，加快

探索数字教育甘肃经验和模式，为建设教育

强国、数字中国贡献更大力量。”

数字化赋能我省教育扩优提质

走进“智慧课堂”读懂“教育之变”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苏家英）

由甘肃省档案馆主办、兰州大学协办的《甘肃省馆

藏祁连山与黄河历史生态环境档案叙录》丛书出

版座谈会近日在兰州举行。

据兰州大学负责人介绍，《叙录》丛书的编纂，

是全国首次将历史文献学“叙录”体例引入档案编

研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为生态、林草、水利、农业

等领域的工作者及研究者按需检索带来了极大便

利。《叙录》丛书的出版，不仅为理解该地区生态环

境历史演变趋势提供了实证基础，也为推动生态

修复、环境立法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景平教授团队作为

项目实施的技术负责单位，带领课题组成员深入

甘肃省各市县，全面系统地开展了祁连山与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档案的摸底调查工作。课题组成员

将撰写叙录，作为我省馆藏历史生态环境档案整

理研究的第一突破口，探索通过大批量专题历史

档案的信息提取汇集，提升历史档案检索与体系

化运用的效率。

《甘肃省馆藏祁连山与黄河历史生态环境档案叙录》丛书出版

庆阳市西峰区团结小学“学境”智慧课堂。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

全景展现“交响丝路”深厚底蕴，多元呈现“如

意甘肃”多彩魅力。2024 年，为持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以诗为媒、以文化人，

省文旅厅精心策划举办“诗意甘肃·丝路长风

三千里”系列诗会 14 场（每市州 1 场），累计吸

引现场观演超过 12 万人次，在线观看超过 1.45

亿人次，以诗歌交响奏响文旅融合主旋律。1

月 8 日晚 8 时，将在兰州音乐厅举办“诗意甘

肃·丝路长风三千里”甘肃诗会暨全省文旅创

新成果展示活动，集中展现 2024 年全省文艺创

作精品和文旅工作创新成果。

诗歌是甘肃深厚历史文化中一颗耀眼的

明珠，自《诗经》开始，悠久的诗歌传统贯穿了

甘肃历史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古往今来，众多

诗 人 行 吟 甘 肃 大 地 ，以 精 彩 诗 篇 歌 咏 甘 肃 风

物，为陇原儿女留下宝贵文学财富。据不完全

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 2000 多首边塞诗中，描

写甘肃的就占一半多。

首 场“ 诗 意 甘 肃·丝 路 长 风 三 千 里 ”系 列

诗 会 在 陇 南 举 办 ，以“ 陇 原 春 晓 ”为 主 题 ，通

过情景朗诵、古风舞蹈、现代诗吟诵、当地歌

舞 展 示 和 篝 火 晚 会 等 多 彩 形 式 ，将 诗 书 乐 舞

与 茶 艺 等 表 演 相 结 合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

向 广 大 观 众 充 分 展 示 了 充 满 诗 意 和 茶 香 的

陇 上 江 南 独 特 魅 力 ，在 诗 意 花 信 里 唤 醒 陇 原

春天。

此后，“月出凉州·武威诗会”以凉州词为

意象，结合朗诵和情景表演，运用大型投影营

造 沉 浸 式 演 绎 空 间 ，将 诗 词 的 文 字 之 美 具 象

化 、艺 术 化 ，多 彩 展 示 了 凉 州 文 化 的 深 厚 底

蕴。“在河之州·临夏诗会”在水上旅游项目的

实景展示《浪漫三湾》中拉开帷幕，观光竹筏、

帆船、水上飞机等项目让广大观众领略到临夏

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所取得的喜人成效，绽放的

烟花和非遗火壶《激情燃烧》渐次将诗会推向

高潮，相关短视频登上网络热榜。张掖、酒泉、

金昌、会宁、甘南、嘉峪关、通渭、平凉、天水、庆

阳、兰州等地先后举办诗会，分别以“飞越彩

虹”“酒美泉香”“筑梦镍都”“薪火相传”“格桑

花开”“漫道雄关”“书画传家”“武咏崆峒”“在

水一方”“大塬长歌”“大河奔流”为主题，汇聚

诗歌、舞蹈、音乐等多元艺术形式于一体，将现

场和线上观众带入古韵雅风的世界，以一场又

一场精彩绝伦的诗意盛宴，绽放魅力，既各美

其美，又美美与共。

此外，每场诗会期间，均组织 100 余名网红

达 人 和 媒 体 记 者 深 入 当 地 旅 游 景 区、文 博 场

馆、文创市集，创作优质文旅宣传短视频、图文

稿件并开展直播，宣传推广当地文旅资源和产

品。累计组织网红达人和媒体记者 1500 名，踩

线 创 作 里 程 达 1.38 万 公 里 ，宣 传 推 广 目 的 地

213 个 ，创 作 短 视 频 1.2 万 条 、图 文 宣 传 稿 件

1560 余篇，累计传播量超过 30 亿次。

14场诗会传播量超30亿次——

“ 诗 意 甘 肃 ”助 力 文 旅 融 合 出 新 彩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黄河

三峡第八届大众滑雪邀请赛暨临夏州冬春季旅

游产品推介活动近日在永靖县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滑雪爱好者齐聚抱龙山滑雪场，以“此起彼

伏”的冰雪热潮为激发临夏“冰雪活力”再添“一

把火”。

活动由临夏州体育局、临夏州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永靖县政府主办。活动现场，身着色彩斑斓

滑雪服的滑雪爱好者，从高台上俯冲而下，起跳、

旋转、滑行，潇洒身姿划出一道道绚丽弧线，在雪

道上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交响曲。临夏州文旅局

推介了 4 大类 60 项精彩纷呈的冬春季文旅主题

活动，滑雪赏冰健体游、临夏世界地质公园研学科

普游、红色文化体验游和“河州味道·临夏美食”品

尝养生游 4 条冬春季精品旅游线路和 18 项优惠

措施等冬春季文旅产品，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深度

体验“花儿临夏”。

临夏州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文

化和丰富的旅游项目。冬季的临夏，银装素裹，雪

山、冰瀑等景观美不胜收；春季则花团锦簇，生机

勃勃，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此次推介活动旨在

为广大滑雪爱好者提供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提

升临夏州冬春季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临夏州

冬季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自 2024 年 12 月临夏州“冰雪燃冬”

旅游体育活动启动以来，先后举办了康乐县第六

届冬春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第一届全国全民健

身大赛西北赛区滑雪分站赛暨第十届“松鸣岩·云

发杯”全省大众高山滑雪邀请赛、“第十一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甘肃省启动仪式暨甘肃省高山滑雪

系列赛等系列活动。此后，临夏州将不断巩固和

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持续举办

冬春季文旅主题系列分项活动，催热冰雪运动，盘

活冬季旅游，打响“花儿临夏·在河之州”文旅品

牌，有力促进临夏冬季旅游高质量发展。

临夏州举办活动持续激发“冰雪活力”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

记者白永萍）近日，国家文物局、水

利部公布了“共和国印记”见证物

和“ 共 和 国 水 利 故 事 讲 述 人 ”名

单。其中，甘肃 3 项见证物和 1 位

故事讲述人入选。

3 项“共和国印记”见证物为景

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引洮供水工程

和 1954 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

授予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面

向群众，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

务”锦旗。1 位“共和国印记”故事

讲述人为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

流 抢 险 救 援 纪 念 馆《藏 乡 江 南 的

“守护者”——三眼峪排导渠》讲解

员董文婷。

景 泰 川 电 力 提 灌 工 程 地 处 腾

格里沙漠南缘，50 多年前，以李培

福为代表的老一辈景电人积极响

应党和政府号召，相继组织建设了

景电一期工程、景电二期工程、景

电二期延伸向民勤调水工程，累计

提水 166 亿立方米，现已成为灌区

内 60 余万群众的重要水源。引洮

供水工程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1958 年，首次启动引洮供水工

程，但因技术条件限制，3 年后被迫

停工；2006 年，引洮工程再次启动；

2014 年引洮一期工程总干渠成功

通水，2015 年引洮二期工程开工建

设，2021 年 9 月建成试运行；这是

我省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跨

流 域 引 水 工 程 ，干 支 渠 总 长 达

1069.83 公里，从根本上解决了 14

县区 600 多万群众的生活生产用水

安全。1954 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

员会授予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

站“面向群众，联系实际，科学为生

产服务”锦旗，则是关于任承统、傅

焕光、叶培忠等先驱在天水创立农林部水土保持

试验区，开展水土保持和农业生产工作，让当地水

土流失得到全面治理，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的故事；

此项工作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

益，也树立了建设山区的一面旗帜。

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亲历者董文婷的

讲述中，三眼峪排导渠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

舟曲人民重建家园的希望。它建于 2011 年 3 月，

全长 2.16 公里，内设 5 座格栅坝和 10 座重力式拦

挡坝，排泄能力高达每秒 800 立方米，为抢险救灾

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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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4 年全国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我省学子正进行创意制造项目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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