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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第一届山西省博士后创新大

赛在太原市举行。这次大赛是山西省博士后工作领

域的一次创新性尝试，也是山西省省级重点赛事之

一，参赛项目多、创新性强、参与人员层次高，是山西

省博士后工作的一次全面展示。大赛以“博揽青年英

才，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共设创新赛、揭榜领题赛

2 个组别，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其

他行业等 6 个赛道。自大赛启动以来，山西省各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博士

后积极参与，踊跃报名。经各单位推荐和初赛，共有

155 个博士后（团队）进入复赛。经过专家遴选和复

赛，78 个项目进入决赛。此次博士后创新大赛设一

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8 名、优秀奖 27 名。

同时，由大赛组委会从组织参赛的各单位中评出优

秀组织奖 5 名。这些奖项的设立，将极大地激发博士

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王佳丽

第一届山西省博士后

创新大赛收官

科学导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3 年山

西省教学成果奖项目。此次公布的山西省教学成果

奖中，太原基础教育共 18 个项目上榜。获得 2023 年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特等奖的有 17 项，包

括太原的 11 项。获得 2023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基

础教育）一等奖的有 21 项，包括太原的 7 项。

张晓丽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公布

太原基础教育 18 个项目上榜

kejiaorepingK 科教热评

学习型大国建设、教育数字化、高校毕业生就

业、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教育家精神……这一年，我

们关注宏观层面中国教育的发展主线和重点领域，

或约请专家撰稿，或以系列评论形式，解读重磅教育

文件的深意，提出教育关键领域的破题之道，为指向

未来的教育改革、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出谋划

策。“统筹推进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大国建设”“加快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教育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挑战”

等系列评论，以及《牢牢把握科技范式变革为教育带

来的发展机遇》《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等文章，即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育这艘巨轮

的航行方向，使各个教育主体齐心协力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

科学教育、校园食品安全、网游沉迷、学生课间

活动、不良短视频、举报教师扩大化之风……这一

年，我们也关心微观层面社会热议的新闻事件，第一

时间表明立场，引领舆论风向，陆续刊发了“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推进科学教育工作

落深落实”等系列评论，以及《筑牢校园食品安全三

道防线》《防止网游沉迷需从供给侧雷霆发力》《对教

师扩大化举报之风当刹》《流量的高地不能成为价值

的洼地》等文章。的确，当下网络舆论的诸多乱象，严

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整体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复杂

多变的教育舆情面前，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及时发声、以正视听，有必要持续放大理性观点的传

播半径，让具有建设性、科学性的声音传得更远。

以理性的声音穿越信息的迷雾，凝聚教育合力，

明晰发展蓝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才有望走得更

自信、更从容；以睿智的思考消解网络的杂音，坚守

教育常识，践行依法治教，才能最大程度地护佑每一

个孩子健康成长，使他们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为

社会所需的有用之才。营造良好的教育舆论环境，也

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教育的优良传统，全面形成尊重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尊重教育教学规律的行动自觉，

让每位教师都践行有温度的、春风化雨的教育，让每

所学校都成为师生从游的文化乐园。同时，营造良好

的教育舆论环境，是为了中国教育更好地与时代融

合、与未来对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教育强

国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贡献。

教育舆论场不仅是一个包含着各种知识、观点

的信息传递系统，也是一个能促进每一个孩子健康

成长的价值观传递系统，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育人属

性和价值取向。作为教育舆论引领的重要阵地，我们

将尽心履职，以专业的智识、理性的探究、响亮的声

音，为中国教育发展营造合宜的软环境，向广大师生

的内心注入砥砺前行的正能量，唱响教育强国建设的

主旋律。随着教育生态变得越来越好，势必推动中国

教育持续攻关重点难题和关键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支撑和关键力量，进而更好促成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为教育舆论场注入强大正能量
姻 施昌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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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山西省中小学教师有重大政

策利好，优化完善了相关政策措施，提升中小学教师

高级岗位特别是副高级教师岗位比例，落实乡村中

小学倾斜政策，拓宽中小学教职工职业发展通道，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其中，高级中学副高

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由原来的 18%~25%提升至最

高 35%；初级中学副高级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由原来

的 12%~15%提升至最高 25%；小学、幼儿园副高级

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由原来的 3%提升至最高 15%。

中级岗位比例也提升了 5~10 个百分点。初级教师

岗位则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同一县域内中小学教师

岗位出现空缺的，教师可跨校评聘。 高建华

山西省中小学教师高级岗位
比例大幅提升

王亮为学生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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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寓教于乐 做学生科技梦想的引路人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杨凯飞 文/图

“心有所想，物及所致。在工作中，我经

常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一点瑕疵，否则对

于我来说就是失败……”长相俊朗、笑容憨

厚、谈吐随和———这是王亮老师给人的第

一印象。2023 年 12 月 18 日，记者走进他的

实验室，其实就是一间只有 50 平方米的教

室，屋顶上挂着大小不一的飞机模型，墙上

是琳琅满目的金属工具，几张不大的桌子

上摆放着遥控直升机、3D 打印机，让这个本

就不大的屋子略显拥挤。

“我要让学生了解最前沿的科技发

展，在科技创新实践课程中培养他们的兴

趣，让他们学习知识，解决各种创新难

题，点燃他们的科技热情。”王亮在太原

外语科技实验中学已经工作了整整 13 个

年头，因为父亲是山西省邮电学校的无线

电老师，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王亮从小就

喜欢探索，酷爱发明，后来如愿当上了科

教老师。在工作中，他用行动诠释了教师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忠诚，在学生眼里，

他风趣幽默、和蔼可亲；在同事眼中，他

勤奋务实、严谨谦恭，他立志终身为科教

事业而努力奋斗。

刚开始工作时，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

校科教设施匮乏、缺少可供参考的成熟教

材，这些困境令人望而却步，但迎难而上才

是王亮的本色。设备不足，那就自掏腰包购

买科学器材，吸引学生做研究；教材不成

熟，那就利用闲暇时间观看相关视频，不断

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为了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那就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查漏补

缺，通过训练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正是

这样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很多学

生爱上科学研究。

“一名优秀的科教老师，最主要的就是

要有责任心、有耐心、有热情，更多地去启

迪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我还在基

础知识之外，引导他们利用科学原理、现

象，学会举一反三。”王亮如是说。在辅导学

生创作时，他经常鼓励学生要大胆创新，凭

自己的兴趣、眼光去深入钻研，这样才能取

得成功。

自从担任科教老师以来，王亮经常加

班加点地工作，曾经最长的一次连续一个

多月没有休息。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

活力四射地奔走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将

迎难而上、永不退缩的精神言传身教。

王亮通过社团的形式开展活动，对学

生进行科技发明、专利申请、科技模型等方

面的指导，每届的市级、省级、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举行时，王亮会带领表现出

色的学生去“征战”各类科技活动和比赛，

为每个有科技梦想的孩子寻找属于自己的

舞台。从赛前鼓励学生拿出原创到全程指

导，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学生搭建平台，帮

他们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参赛作品，因此

学生们获得了各类创新大奖。他个人也荣

获“山西省优秀辅导教师”“全国创新教育

辅导员一等奖”“山西省创新型教师”“全国

个人绿色创新奖”等荣誉，并拥有实用新型

专利 6 项。面对各种荣誉，他仍然不忘初

心，全心全意投身教学研究之中，不断提升

自己的“境界”，向着专家型教师的方向而

努力。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

致远。王亮在三尺讲台上，用细心、爱心培

育学生，用无限创意带领学生体验成功的

喜悦，为他们点燃了科技梦想，他全身心地

投入到他热爱的科技教育事业中，用一种

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实干精神诠释了一

名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品质。

“廉”动校园
迎 接 新 年

近日，太原市迎泽区迎
东小学举办了以“童心向党
廉动校园”为主题的文艺汇
演，广大师生通过一个个阳
光温暖正能量的节目，展现
了迎东学子朝气蓬勃、昂扬
向上的风采。

姻 郝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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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李丹

体系结构更加完善 类型特色更加突出 人才成长通道更加畅通

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显著增强

日前，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牵头完成

的《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报告从人才培养、服务贡献、产教融合、发展

保障等方面，向社会全面展示各层次职业教

育提高质量的举措、经验和成效。报告显示，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更加优化，体系结构

更加完善，类型特色更加突出，人才成长通道

更加畅通，社会形象逐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

力显著增强。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

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报告显示，2022 年

职业学校通过中高职贯通等多样招生拓宽学

生成长成才通道。全国高职招生 538.98 万

人，连续四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职业本

科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上一年的 4.14 万

人增加到 7.63 万人。学生就业质量稳步提

升，就业对口度高，职业发展较好，2022 届中

职毕业生 339.27 万人，总体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为 94.44%；高职毕业生 495.69 万人，总体

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 91.88%；职业本科学校

首批本科毕业生 9220 人，平均就业落实率达

87.07%。3000 余万名职教学子在校“有学

头”、技能“有练头”、升学“有渠道”、就业“有

质量”。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基本办学模式，是

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

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报告显示，2022 年，

职业学校着力推动办学机制由单一模式转向

多元互动，产教资源由分工合作转向互融互

通，育人模式由同质化培育转向个性化培养，

“双师”评价由学校单方自评转向校企双向认

定，助力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人才

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进一步提

高。高等职业学校开设专业数量对应一、二、

三产业比例分别为 6.24%、40.84%、52.92%，

与国家产业结构比例基本契合；专业服务人

口高质量发展，面向“一老一小”民生紧缺领

域新增专业布点 328 个。截至 2022 年，高等

职业学校适应当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建设

253 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吸引行业企业

投入 17.76 亿元，建设 2267 个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带动社会其他投资 339.70 亿元，与行

业企业形成发展合力。

服务贡献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能，也是

影响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和美誉度的关键因

素。报告显示，2022 年，职业学校凝聚发展合

力，为产业转型升级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

献。全国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共建技术服务平

台等方式，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到账金额达

到 51.61 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9.13%。高等职

业学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在 1000 万元以

上的学校有 268 所，比 2021 年增长 9.84%，

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中位数近

1000 万元；专利成果转化数量 3300 余个，是

2021 年的 2 倍；专利成果转化到款额超 1.63
亿元，是 2021 年的 2.41 倍。

发展保障是职业教育提高质量、提升形

象的重要基础。2022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下，职业教育发展保障得到有效落

实，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办学条件达标工程

全面启动实施，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深入推

进，系列政策部署落实落地。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各类经费总投入 32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全国高等职业教育

各类经费总投入 33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中等职业学校总体办学条件得到有

效改善，全国层面，师生比、仪器设备总值、

生均仪器设备值等 3 项重点监测指标达标

率均超过 80%；当前全国高等职业学校具有

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 3 项重点监

测 指 标 达 标 率 ， 已 分 别 达 到 96.97% 、

93.94%、81.67%，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总

体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