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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围绕提升教育品质、加强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促进发展职业教育，是激发高技能人才的有力保障。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校
长的数字化领导力尤为重要；用科技创新机制积极探索产学研，才能打造世界创新
中心和人才高地；净化网络环境，让未成年人合理用网……多位市人大代表和市政
协委员的提案建议涉及教育领域的焦点议题。

●市人大代表 李蛟龙

上网安全与校园安全同等重要
市人大代表，青岛华青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蛟龙针对未
成年人“触网”日趋低龄化、信息甄别意
识不强、网络普法教育不足等问题，提出
4条建议：

一是加强监管，保障未成年人上网
安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不能
因噎废食强行断网，而是要通过加强监
管、有效引导，维护孩子们在网络空间的
合法权益。”李蛟龙建议进一步强化政府

部门的监管力度，网信、司法、网监、文化
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建
立健全协调机制、形成长效工作模式，共
同维护未成年人的上网安全。

二是规范平台，提升互联网产品质
量。李蛟龙呼吁互联网产品生产者提高
作品的品位和品质，自觉摈弃低俗、庸
俗、媚俗的低级趣味，引导未成年人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
监管部门也要提高评定标准、加大执法

力度，推动互联网文化产品提质。
三是加强教育，提高未成年人法律意

识。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扩大学生安全
教育外延，将网络安全提到与校园安全、交
通安全等同等重要的位置。邀请相关专家
走进校园，以贴近生活的案例强化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四是家庭示范，帮助未成年人合理用
网。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家庭环境会直接
影响未成年人的上网动机强度。“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要发挥自身的榜样
示范作用，引导孩子正确、合理使用网络，
成为合格的数字时代‘原住民’。”李蛟龙
建议。

●市政协常委 巩湘红

加快教育数字化人才培养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教育领域逐

渐受到数字化技术的渗透。然而，目前
我市的教育数字化人才培养工作尚存在
一些不足，校长的数字化领导力、教师的
数字化教育能力有待提高，教育数字化
资源应用能力有待提升。”市政协常委、
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院长巩
湘红表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校
长的数字化领导力显得尤为重要。目
前，一些校长对于数字化教育的理解和
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数字化教育的战

略规划和实施落地能力，这可能导致学
校的数字化教育进程缓慢或者停滞不
前。尽管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但许多教师仍然缺乏足够的
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无法有效地将数
字技术应用于教学中。

针对校长数字化领导力的问题，巩
湘红表示，应该加强对校长的培训，提升
校长对数字化教育的认知和理解水平。
同时，学校也应该建立完善的数字化教
育战略规划和落地实施机制，让校长能

够更好地引领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
此外，应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数字化教

育能力。针对教师数字化教育能力不足的
问题，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通过开展各
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提高教师的数字技术
知识和技能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将数字
技术应用于教学中。同时，学校也应该鼓
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种数字化教育的研讨会
和交流活动，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思路。
完善数字化教育资源平台功能，提升应用
效能。丰富教育资源平台的应用能力，汇
集多个渠道的资源，做好资源的共建共享，
实现资源的推送等功能，为老师遴选优质
资源提供可操作的路径与方式。

●市政协委员 李光全

建设青岛市技能博物馆
2023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开馆的世

界技能博物馆，是世界技能组织认可、全
球首家以“世界技能”命名的博物馆，拥
有2000余件珍贵藏品，全面展示世界技
能事业发展历程，传播各国劳动者技能
故事，积极营造人人崇尚技能、学习技
能、展示技能的良好风尚。青岛技能教
育发展较快，技能大赛办赛参赛的经验
丰富、成绩突出，建设青岛市技能博物
馆，有利于发挥好在山东的窗口辐射、桥
梁纽带作用，激发高技能人才培养活力，

为打造高素质劳动者大军作出积极贡
献，使之成为具有青岛特色的高技能人
才培养品牌。“青岛应立足实际，实行技
能博物馆、技能馆一体化建设模式。”市
政协委员、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副主
任李光全建议，青岛应立足青岛技师学
院，青岛市财政局支持建设青岛市技能
博物馆、青岛市技能馆，实行一体化建设
模式，打造技能教育、技能人才的展示平
台和培养平台。青岛市技能博物馆要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定期邀请技能大师、历

史亲历者开展专题讲座、专家论坛等活动，
传承工匠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要组建技
能大师先进事迹宣讲团，通过橱窗展览、文
化长廊、新闻传播、主题讲座等形式，宣传
展示大国工匠、技能大师、技能大赛获奖者
先进事迹及其成果作品，发挥技能人才榜
样示范作用。要强化互动体验功能，开展

“职业体验日”“职业教育进校园、进社区”
活动，吸引家长、学生实地体验职业实践，
培养学生职业兴趣和职业意识。

李光全表示，对于集中定点举办技能
大赛，青岛前期已形成了经验。青岛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依托青岛市技能博
物馆，常态化举办青岛技能大赛，积极争取
承办全国、全球技能大赛。

●市政协委员 李庆党

完善中德人才聚集途径和机制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打造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标杆，借助青岛在中德合
作方面的国际化优势，积极探索我国
特别是青岛地区产学研用科技创新机
制，为打造世界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
奠定基础。

青岛拥有中德生态园、中德国际客
厅、中德科技园等中德产业合作平台，但
德方产业企业落户青岛的数量和质量，
对比上海、太仓等地，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目前青岛拥有中德合作本科办学机

构1家，在搭建“领军人—青年教师—博
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职教生”产学
研人才链梯队方面后劲不足。

“建议出台中德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专门政策，深化与德国产业集群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市政协委员、青岛科技大
学中德科技学院二级教授、中德青年科
学院（青岛）发展中心主任、青岛市机器
人产业协会会长李庆党表示，可依托青
岛与德国合作的基础优势，借助青岛完
整的工业门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

的市场前景，以“引进、融合、创新、提高”方
式，梳理有效的模式，出台专门政策加大对
德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高科技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

完善中德人才聚集途径和机制，健全
青岛科技人才链，打造人才聚集高地。以
科技创新为抓手，搭建中德“本、硕、博”高
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把德国高层次师资、科
研人员、在读博士、硕士吸引到青岛来，通
过“结对”模式，形成青岛对聚集人才的有
效途径和机制，助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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