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成为高博会
协同发展“伙伴城市”

日前，第 57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
西安举行。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元韶参加了会议，参
与了高博会“伙伴城市”启动仪式，青岛与重
庆、合肥签约，成为首批高博会协同发展“伙
伴城市”。

据悉，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是我国高等
教育领域规模最大、举办时间最长、影响力最
强的综合性品牌展会，在助力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届博览会由

“展览展示”“会议论坛”“特色活动”“高端发
布”“云端推送”5大板块组成，共设6大展区，
展示面积约8万平方米，参会高校1000余所，
参会专家学者 1000余位，参会人员超过 6万
人。 王世锋

2022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

在青6所高校
跻身前1000名

日前，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
发布“2022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
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
内地共有 163 所大学上榜。在青高校中，山
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挤进前1000名。

据悉，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
ARWU）是世界范围内首个综合性的全球大
学排名，2003 年首次发布，今年发布的是第
20 版。此次评选共涉及校友获奖、教师获
奖、高被引科学家、N&S 论文（《自然》和《科
学》上发表的论文）、国际论文、师均表现等6
个维度。

驻鲁高校共有 14 所高校跻身前 1000 名
榜单，其中在青高校有6所，山东大学世界排
名位列 151-200 名区间内，中国内地排名在
14-26名区间内。中国海洋大学世界排名位
列 301-400 名区间内，中国内地排名在 41-
58名区间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世界排名位列 401-500 名
区间内，中国内地排名在 59-71 名区间内。
青岛科技大学世界排名位列 901-1000 名区
间内，中国内地排名在148-163名区间内。

王世锋

青岛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立项取得突破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立项
课题公布，我市中小学、中职学校共4项课题
成功立项，立项数量创历年新高。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是我国级别最高、最具学术权
威的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本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小学、
幼儿园、中职学校仅立项 50 项，其中，计划
单列市共立项 7项、山东省共立项 6项，我市
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朱风彬的《乡村振兴背
景下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与对策研究》、青岛市晨星实验学校郑芳的

《社会融入视角下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课程
的建构与实践》立项为国家一般课题，青岛
第二中学郝敬宏的《审辨思维视域下中学课
程思政教学的建模与实践研究》、青岛第十
五中学石华军的《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
工作改革路径研究》立项为教育部重点课
题。我市立项数量和层次居全省和全国同
类城市首位。

赵 黎

打造吟诵实验区

青岛学生学写
对联与诗词

近日，市教育局发布《青岛市吟诵实验区
实施方案》。全市中小学、中职院校、幼儿园
普及性开展普通话吟诵活动，通过改良、推
广、普及普通话吟诵这一中华文化的学习方
式，引领学生濡染传统文化。

按照方案，小学生将学习撰写对联，初中
生学习诗词格律，高中生学习诗词鉴赏，我市
力争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体小学生掌握对
联常识、全体中学生掌握格律常识，部分学生
可以撰写对联、创作诗词、鉴赏古诗文的城
市。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吟诵课程、成立
吟诵艺术社团，开展诗词创作、音乐创编、童
谣儿歌等活动，切实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语文
素养和传统文化素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和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鼓励学校开展有特色
重实效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和活动。每年举
办全国性吟诵和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赵 黎

从满世界跑着“游学”到深耕本土优势的“研学”

岛城学生度假“新业态”
凸显“蓝色文化”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双减”政策下，文化课
辅导班退出了假期“主舞
台”，学生们过上了更加丰富
多彩的假期生活。记者调查
发现，受疫情影响沉寂了两
年的游学、研学活动在今年
重新“火”了起来。不过，相
较于以往以旅游为主，满世
界打卡的海外、省外游学，今
年“本地研学”成为市场主
打。丛林搭建树屋、溯溪捕
捉萤火虫的野趣研学；无线
电定位、体能训练的军事研
学；学习帆船帆板、体验乘风
破浪的涉海研学；认识海洋
生物、走进高校科研院所的
科技研学……立足青岛本土
资源，充分发挥海洋优势，疫
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假期
新体验，更多地凸显了这座
城市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
特质，彰显了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
采。

■在青岛日报社、青岛水族馆组织公益研学活动中，孩子们观察海洋生
物，为暑假绘画（创意设计）比赛寻找灵感。 韩 星 摄

■在晚报小记者团研学活动中，
老师带领学生体验无人机操作。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首次将

“减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如今政策落地一年有余，义务

教育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减少，
诸多学科类培训机构尝试转型或已
成功转型，孩子的作业负担减轻了，
家长的家庭负担减轻了，“双减”效
果比较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3月份发布的《全国“双
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近九成的
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七成以上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
学期减少，近三成家长认为经济负
担支出有所减轻。

不过，“双减”政策之下，也出现
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在大部分机
构、个人按照国家要求寻求转型的
同时，也有人动起了歪心思，试图

“重操旧业”，拉拢“小团队”，举办
“小作坊式”培训班。

从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查处情
况看，有机构“挂着羊头卖狗肉”，打
着托管班的幌子，办起了学科类培
训班；有些机构美其名曰“开设素质
类课程”，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度
陈仓”，依然开展学科类辅导；还有
曾经在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业的人员
辞职后租用居民楼办起了“小作坊
式”培训班，在朋友圈里广发“招生
广告”；甚至有违法机构，以次充好，
漫天要价……

违规开设的“培训班”不仅不符
合政策要求，其教育教学质量也难
以保证。一旦出现违约、跑路等情
况，家长维权就成为大难题，甚至可
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教育培训类“小作坊”抬头，必
须严打严惩。相关部门除了做好规
定动作，还应主动出击，严厉查处以

“素质拓展”“思维训练”等名义开展
的超范围学科类培训，严厉查处以

“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研学”等名
义进行的违规培训。要利用好现如
今多媒体传播的优势，加大曝光力
度，形成警示警戒。同时，还应继续
做好相关政策的宣讲普及工作，营
造良好的“双减”氛围，引导家长、社
会主动参与，共同做好“双减”工作。

换个角度来看，违规“培训班”
的存在说明其有一定的市场，说明
家长、孩子有需求，反映出社会上依
然存在“教育焦虑”。严厉打击“地
下培训”的同时，也要注意疏堵结
合，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社会的教育
焦虑情绪。

最关键的是要发挥好教育评价
体系的指挥棒作用，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正确的育人导向，推进教育改
革，完善中高考制度，建立起科学
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
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

此外，还要搭建起多元化的教
育成长体系，拓宽学生的发展渠道，
为每名学生开辟合适的发展路径，
以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对于部分
孩子和家长希望利用假期补齐某一
学科的学习短板的需求，教育部门
应提供合法的渠道给予满足。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双减”
不可能一蹴而就。做好“双减”工
作，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谨防“小
作坊”式的培训机构抬头，要避免

“按下葫芦浮起瓢”，确保“双减”工
作扎实有效。

“双减”落地满一年
谨防“小作坊”抬头

□王世锋

九成研学留在青岛市内

对于游学与研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至今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一般来
说，游学的核心在于跨文化体验，更侧重培养孩
子的兴趣和眼界；而研学专注于某个课题，围绕
课题开展探索活动，学习目标更加精准。据青
岛市研学旅行协会会长田平介绍，游学目的地
多集中在省外，甚至是境外，学生们一边旅游，
一边学习一些课程，最常见的是学习目的地的
语言。为了让行程更贴合青少年，一些游学还
会让学生借宿在外国知名高校的校园内。相比
之下，研学目的地较近，时间较短。因为不需要
动辄万元以上的费用，研学参与面更广。在课
程方面，研学要比游学涉及面广。

目前，国内的研学市场细分为校内研学和
亲子研学。校内研学是指以学校为单位，一个
年级或几个班学生几百人集体参与。受疫情影
响，近两年此类研学开展得较少。假期火爆起
来的，多是规模相对较小而学习内容更加多样
化的亲子研学。与以往频频“走出去”不同，今
年青岛市场上的研学项目，九成以上在青岛市
域内进行。因为没有了赶路程、打卡景点的任
务，市内研学项目设计拓展了广度、增加了深
度。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营地
探索或是单纯的旅行，而是更加倾向于“营
地+”的新形式，注重研学课程的体验感。因
此，不少研学机构针对学生的学科需求，推出不
同线路，比如适合化学、生物爱好者的生物科技
研学；适合物理爱好者的机械制造类研学。据
青岛蓝谷研学中心执行总经理王周海介绍，今
年暑期，在外地游学受限的情况下，本地研学市
场火爆，以海洋科技研学、军事研学为主。“不少
家长对研学的食宿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
竟在这种亲子研学团中，孩子侧重‘学’，跟团的
家长则更倾向于休闲。我们也在考虑增加新产
品，比如在孩子学习的同时，也给家长设计课
程，让家长有所收获。”一位研学机构负责人表
示，今后研学项目中，家长的课程将更倾向于改
善亲子关系等主题。

据了解，因为本地研学的时间被明显拉
长，3至 6天研学产品成为市场需求的主流，而
伴随着时间的延长，价格也跃升至 3000-4000
元区间。

最吸引学生和家长的是研学品质

今年，由青岛市教育局、青岛日报社联合主

办，青岛市天泰公益基金会支持的2022年青岛
市中小学生暑假绘画（创意设计）比赛恰逢十周
年。本届比赛的主题是“我和青岛的蓝色梦
想”。为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关心海洋、认识海
洋，加深中小学生对“蓝色青岛”的理解，激发绘
画创作灵感，主办方与青岛水族馆合作，于7月
底 8 月初面向参赛选手推出海洋主题公益研
学。研学报名通知刚一发布，不到10分钟80个
研学名额就被抢光。之后还不断有家长在群里
接龙“报备”，希望能捡到补位的机会。“我们很
看重研学活动是由哪里组织的。我一看这次活
动是由青岛日报社和水族馆组织的，就赶紧报
名了。”崂山育才学校一位五年级的学生家长
说，孩子们在前排听讲，家长们在后排等候，水
族馆专家生动的讲解和标本实物对照的形式让
家长们不由自主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沉浸到
海洋生物的世界。“这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体
验，所以选择活动首先要看主办单位。”

暑假里，青岛市少年科学院的“海洋科学之
旅”“科技探索”公益研学也同样爆满。高品质、
有公信力的项目供不应求，家长表示，这和活动
本身组织细致、项目安排高端有关。还有家长
表示，权威部门出具的一纸社会实践活动证明
对学生也有很大吸引力。七年级的陈正钊参加
了青岛市少年科学院的研学项目。他参观了中
科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园区，登上了科考船，听
船长讲科考故事，去潮间带采集海藻，回实验室
制作海藻标本……他用手机一路拍摄，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里的雕塑让他觉得“大开眼界”，“有
孔虫雕塑很神奇。平时从中科院海洋所门口走
过，只能好奇地向里张望一下，现在能进到实验
室，听专家讲解，这个经历太难忘了。这次研学
让我爱上了海洋科学。”他说，研学回来，他自己
查阅资料，写了3000多字的研学报告。他在朋
友圈晒出的照片里，有一张手拿社会实践证明
的自拍照。“学校要求我们参加社会实践，虽然
可以参加的社区活动很多，但都不如研学活动
精彩。”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围绕海洋等特色优势
资源，推动研学旅游产业大纵深、多层次、链条
式发展，提出打造“海洋研学旅游首选目的地”
发展目标，先后出台了《关于推动青岛市海洋研
学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青岛市研学旅游示
范基地（营地）评定和管理规范》等政策文件，研
学旅游产业发展高地正逐渐形成。

云上跨屏成为常规选项

疫情期间，云上研学模式开启。如今，学生
和家长已经能够熟练操作云端学习软件，接受
度越来越高。因为省时间并且不需要家长陪

同，云上研学在中学生中更加盛行。相比于营
地、机构的实地研学，云上研学形式更加灵活，
各大科研机构、博物馆、艺术馆等均可成为主办
方。把精品课程搬上网，提供沉浸式体验，邀请
知名专家讲解，云上研学虽然多为免费体验，但
含金量并不低。

7月 29日，2022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海洋
科学专题营收官。为期 5 天的活动中，中科院
海洋所为来自新疆、青海、内蒙古、贵州、云南、
海南、广西等 15个省份的 165名高中生营员和
带队老师设计了 30 余项活动，以云游参观、课
题探究、科普报告、分组讨论、讲述科学家精神
等形式，让营员们充分感受海洋科学奥秘，体验
海洋研究特色。

传统艺术、手工艺术、电子信息、影像技术、
海洋科学、生活技能……青岛市教育局的“社会

课堂”App整合了各类课程，学生可以在网络上
完成学习的全过程，也可以线上预约，线下参加
活动。学习完成后，学生能在“社会课堂”平台
上获取“课程证书”和“课程报告”。“线上资源很
丰富，而且省去了家长接送的时间。我在假期
观看了中国海洋大学科技周的课程。”青岛第二
实验初级中学学生陈皓哲说，爸妈平时上班，自
己学习之余会上网寻找感兴趣的研学活动。记
者注意到，在中国海洋大学的“云参观”海洋生
物博物馆里，“沉浸式体验”微生物标本制作、显
微镜下观察锆石并用激光-质谱方法分析锆石
同位素、观摩地球的生命年轮……这些免费开
放的视频制作精良，受到中小学生们的欢迎。

青岛市教育局
青 岛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品牌的力量
成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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