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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科教

前沿科教
本报讯（记者赵一

诺）近日，由黑龙江省
教育厅、吉林省教育
厅、辽宁省教育厅、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联
合指导的“三省一区”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联盟成立大会在哈
尔滨工程大学召开，联
盟将以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高质量建设、着力
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
力、服务新时代东北全
面振兴为主题，聚力打
造跨区域、跨高校的课
程思政建设共同体。

联盟由哈尔滨工
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吉
林 大 学、东 北 师 范 大
学、中国医科大学、内
蒙古大学等 12 所高等
学 校 共 同 发 起 成 立 ，

“三省一区”155 所高校
共同参与。联盟秉持
创新、合作、发展、共赢
原则，聚焦新时代东北
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的迫切需求，以凝聚协
同联动共识、发挥高校
育人合力、搭建资源共
享平台为目标，建成一
批课程思政品牌项目，
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
范成果，培育一批课程
思政优秀教师，推动课
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纵
深发展。哈尔滨工程
大学党委书记高岩担
任第一届联盟（轮值）
理事长。

省委教育工委常
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厅
长陈延良表示，“三省
一区”历史底蕴深厚、
红色资源丰富、文化特
色醇厚，为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黑龙江省将以
联盟成立为契机，深刻理解和把握课程
思政的内涵，发挥好联盟平台辐射作用，
久久为功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走深
走实、推陈出新，努力提升课程思政建设
质量和育人效果，让“三全育人”落地生
根。

活动当天，联盟还举行了新工科、新
农科、新医科、新文科课程思政建设平行
论坛，邀请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成果
一等奖获得者等专家学者，就推进课程
思政高质量建设作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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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一诺）日前，省教育厅召开
2024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交流推
进会。寒假期间，省教育厅将带领各高校加快
工作进程，开展好寒假促就业“暖心行动”，谋划
筹备“春季攻坚行动”，推动全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自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启动以来，
全省高校紧紧围绕实现毕业生更高质量充分就
业目标，抓住“金九银十”就业黄金期，省校联动
多维发力，扎实推动就业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会议要求，各高校要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着力在“实”字上下功夫，实施好
2024 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
动，确保责任担当不缺位、留省就业不松劲、岗
位拓展不停歇、信息推送不间断、招聘活动不打
烊、指导服务不断线、规划大赛不落幕、重点帮
扶不掉队。

会议还总结了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推进和数据统计监测中存在的问
题，并明确了整改要求。哈尔滨理工大学、牡
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哈尔滨
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高校进行了工
作交流。

高校促就业
开展“暖心行动”

本报讯（记者赵一诺）日前，教育部公示中
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共推荐 184 个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齐齐哈尔市朝鲜族学校、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大庆第一中学、哈尔滨市继
红小学校、集贤县二九一农场小学等 6 所中小
学上榜。

近年来，省教育厅科学构建人工智能教育
生态，加快人工智能课程开设，持续推进教育变
革与创新，结合我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在优
质资源精准推送、智慧课堂系统优化升级等方
面进行智能化深度融合，为龙江人工智能教育
发展建立了良好开端。

6校人工智能
教育基地上榜

本报讯（记者赵一诺 周姿杉）近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
第三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名单，黑河学院
成功入选，系东北三省唯一入选单位，加上之前
入选的黑龙江大学、佳木斯一中、牡丹江师范学
院，目前，我省已有 4 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
基地。

201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实施国家语
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工作，基地围绕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中心工作，开展研究阐
释、教育培训及创新传播等工作。截至目前，黑
河学院已累计选派2600余名优秀师范生深入边
境县区 100 余所中小学开展“顶岗支教推普下
乡”活动，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中国语言
文化国际传播、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传承等方
面取得较好成绩。

近年来，黑龙江省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
将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列入“十四五”时期语
言文字事业发展重要内容，鼓励各地各校立足
实际，发挥语言文字人才资源方面特色优势。
省语委、省教育厅通过规划论证、年度考核、中
期检查等方式，不断推动基地高质量、高标准、
高要求开展工作，为推进全省语言文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黑河学院入选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本报记者 赵一诺

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迎来一批研学游客——
50多名中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打卡哈工程工程训
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观摩数字化智慧
工厂，体验工程制造的乐趣。

分拣、搬运、装配、焊接、雕刻、喷涂……同
学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潜龙一号”无人无缆水
下潜水器模型完成全自动生产装配。

“这些机器人可以改变运动轨迹吗？”不少
同学提出疑问。“没问题！”哈工程工训中心教
师肖笛边解答边做演示，“我们可通过示教器

手柄来控制机器人的操作路径，保存记录后，
机器人就能复现执行新的运动轨迹了。”

肖笛向同学们介绍：“数字智慧工厂是高
水平制造业的典范，‘潜龙一号’无人无缆水
下潜水器模型生产装配过程，可应用到工业
机器人技术、泛在感知技术、数字孪生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智能制造领域的核心技术
中。”

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感受到了智慧工厂数
字化的魅力，还在工艺制造环节体验用3D打印
制作雪花、雪人、滑雪板，用数控机床制作指尖
陀螺的工业乐趣。孩子们纷纷表示，这次研学

之旅开阔了眼界，今后要刻苦学习、掌握先进技
术，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哈尔滨工程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工程
训练中心主任徐建安表示，学校将不断优化科
普资源共建共享环境，持续构建丰富、系统、专
业的教育场景，打造面向社会的精品科普活动，
为社会学习者提供工程训练的真实场景和广阔
空间，使工程制造技术科普资源最大限度地惠
及社会群体，推动工程训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和省级一流课程《工程实践》发挥更大的
示范辐射作用。

图片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提供

研学团队走进哈工程智慧工厂

□本报记者 赵一诺

冰场上，一个个身影风驰电掣，球杆高扬，小小冰球疾
速飞驰……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赛事拉开了黑龙江
省学生冰球联赛总决赛的序幕。近年来，黑龙江各学段学
校冰雪竞赛品牌不断出新，冰雪运动“向下”扎根，呈现出
勃勃生机。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冰雪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学
生参与冰雪活动实现全覆盖。如何将这股冰雪热潮持续
下去？近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来
说，抢到冰壶选修课是件非常幸
运的事。这项被称为“冰上象棋”
的运动已在哈工大开课8年，至今
有600多名学子从中受益，全国各
地 10000 多人参加过哈工大冰壶
课的慕课学习。

近年来，黑龙江在实现冰雪
课程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提升
冰雪教育教学质量，鼓励各地各
校以校本课程等方式开设冰雪体
育课程，全面建立起大中小一体
化冰雪体育教学体系，截至目
前，已创建省级冰雪特色学校
524 所、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250 所，全省 3065 所中小学开设
了冰雪体育课程，约占学校总数
的91.9%。

然而，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
校园开设冰雪体育课程只是第一
步，如何让学生们在体育锻炼中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享受乐趣，才是冰雪体育课程需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不断打造校园冰雪育人
环境，在课程建设上精心设计，既
要有趣又能出汗，循序渐进地增
加难度，提升冰雪体育课程的育
人效果。”哈尔滨体育学院教师李
克良说。

为了让学生爱上冰雪，各个
学校积极创新创意。黑龙江农
业经济职业学院在寒假前开设
了 4 期特色冰上教学课程，同学
们通过了解、模仿上冰技术动
作，扎实掌握了上冰安全防护动
作要领；哈尔滨剑桥学院在校园
冰场中设置了内外两圈滑道，针
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分开教学，体
育教学部带领全校体育教师集
体备课，有效提升了冰上课程教
学质量；东北林业大学将冰雪文
化特色体育课程与生态文明教
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持续打造
有温度的冰雪课堂，在研究生的
滑雪课程中增添了冰雪经济相
关内容，让同学们深刻领悟“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
不断强化学校冰雪体育指导，我
省已将冰雪体育教育纳入省委省
政府加快推动全省冰雪经济高质
量发展整体部署，同时将学校冰
雪教育情况列入对市地党委、政
府目标考核，建立“督办-考评-整
改”闭环链条。

专家们提出，一堂有温度有
质量的冰雪体育课，需要建立科
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对学生运
动水平、教师教学方法和效果进
行有组织评估，从而提升教学质
量，让学生在冰雪运动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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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普遍认为，冰雪运动的激情与活力能
培养青少年面对困难勇于拼搏、挑战自我的勇
气，冰雪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更为明显。

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学教授苏屹说，得益于
龙江冰雪体育发展的底蕴与厚积，申雪、赵宏博、
张虹、张会、韩聪、任子威等一代代优秀冰雪运动
员不断涌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了冰雪运动
的种子，鼓舞他们从观赏者变为投身者。

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加大力度发展青少年
冰雪运动，各级各类学校抓普及、打基础，构建项
目齐全的冰雪课程体系，树立全学段的学生冰雪
竞赛品牌，确保每名学生基本掌握1-2项冰雪运
动技能。同时，搅热一场场独具一格的冰雪文化
特色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冰雪文化氛围。

这个冬季，冰雪的魅力充盈在矫若游龙的身
影里，洋溢在青春飞扬的面庞上，凝聚在灵动鲜
活的冰雪艺术创作中。近日，一场激情、梦想和
友谊交织的国际大学生雪雕大赛落幕，哈尔滨工
程大学冰雪艺术工坊的师生们创作的雪雕作品

《童话》一举获得特等奖。
哈工程冰雪艺术工坊负责人宋铭宇向记者

介绍：“作品中的仙女翅膀需要在 3 米雪块的基
础上增加 1 米的高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
点。为了完成这个作品，参赛队员们在3天内雕
刻了27立方米的雪块。”

3 天时间，来自澳大利亚等 7 个国家和地区
的 57 支大学生队伍，在严寒中打磨出一座座令
人叹为观止的雪雕作品。李克良说，国际雪雕活
动不仅是体力和技艺的竞赛场，还是一个文化交
流的平台，让各国青年通过冰雪加深了解、增进
友谊。

来自泰国萨欧瓦帕职业学院代表队的一位
队员回国后，对此次哈尔滨之行念念不忘，并许
下了“再次来黑龙江旅游”的愿望。来自英国代
表队的一位参赛队员说，赛事活动让他感受到团
结的力量，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生动
诠释。

“我们的目标是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冰雪活
动，激励他们去探寻梦想、找到快乐、发现生活的
美好。”活动组织者说，冰雪赛事为各类学生提供
了展示智慧和情怀的舞台，将运动、艺术和精神
融为一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开展冰雪特色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军工操场上雪雕铸
造的中国造船业“三颗明珠”航空母舰福建号、大
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爱达·魔都号”大
型邮轮，给新年增添了新气象。

作为我国的一所船海特色高校，每年冬季，
哈工程师生都会用雪雕铸造水下大国重器，“辽
宁号”“山东舰”“蛟龙号”“奋斗者号”……自
2018 年以来，“铸雪舰”活动逐渐打造成德、智、
体、美、劳相结合的思政育人课堂。

苏屹认为，深入挖掘冰雪背后的文化和故
事，加大对龙江冰雪文化“思政元素”的研究和传
承力度，能够激发大学生的民族情怀，促进他们
成长成才。

“将船海报国热情融入冰雪，战胜严寒，凝聚

了哈工程学子发扬优良传统、服务国家需求的青
春力量。”哈工程本科生院教师王超说。

哈工程本科生院副院长张德伟介绍，学校邀
请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舰船知识，讲述“三颗明
珠”背后的故事，将龙江冰雪文化融入能量满满
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这个活
动成为哈工程冰雪育人实践活动的品牌，也擦亮
了龙江冰雪育人的特色名片。

专家们建议，依托龙江冰雪文化这一宝贵
“资源库”和“活教材”，不断强化课程思政的
融合创新，同时，整合跨景点、跨民族、跨国别
的知识文化，是更好地实现冰雪文化传承，推
动龙江冰雪文化持续“火出圈”“走出去”的关
键所在。

冰雪铸魂打造冰雪育人思政课堂

观摩数控机床演示观摩数控机床演示。。

参观哈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参观哈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第十六届国际大学生雪雕大赛现场第十六届国际大学生雪雕大赛现场。。哈工大开展冰雪特色活动哈工大开展冰雪特色活动。。

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
的雪雕作品的雪雕作品《《童话童话》。》。

哈尔滨剑桥学院速滑课哈尔滨剑桥学院速滑课。。

哈工大学生练习掷冰壶哈工大学生练习掷冰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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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校园冰雪持续如何让校园冰雪持续热热下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