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菁菁校园

□李静楠

10月12日至14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厦门大学举行。大赛中，内蒙古大
学的《奥云声科——基于深度学习的蒙汉口语翻译系
统》项目从全国高校的64万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
两项铜奖。该项目在大赛的内蒙古赛区总决赛中，曾
以“创意组”第一名的成绩斩获金奖，并获得单项奖

“最具人气奖”。这么厉害的项目究竟牛在哪儿？让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项目吧。

据了解，该项目的实用价值在于，对于不会汉语
或不会蒙古语的人来说，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将完全
不熟悉的语言翻译成你所熟悉的，让彼此跨越语言的
障碍轻松自在地交谈。

6位来自内蒙古大学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组成了这支项目团队，他们共同致力于蒙古
语言语音翻译平台的研究。王勇是团队的队长，他
说，组队的过程很顺理成章，他与其中4位成员都在
进行语音方面的研究，只是各自研究的方向不同，老
师建议他们各取所长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
团队。而另一位成员欧日乐克则拥有很丰富的市场
经验，可以帮助其他成员了解市场推广及营销方面的
信息。就这样，一支兼具产品研发和推广的专业团队
诞生了。

项目团队自去年起就开始对蒙汉口语翻译系统
进行研究。作为学生，他们的课业负担都很重，有几
位还面临着写毕业论文、找工作等压力，但他们都尽
量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比赛的前期准备中，
团队也遇到了难题：如何能在只用PPT和纸质材料的
情况下，让别人理解自己的产品，毕竟一个软件，是没
有实体可供大家想象的。除此之外，整理素材和拍摄
视频也是一大难题，为此他们亲自设计了剧本和场
景，还专门请人来拍成影视视频。

大赛结束后，团队成员更加明确了项目未来的方
向。下一步，他们将对产品进行一系列完善和改进，
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团队首先要克服蒙古语方言
识别和噪声环境声音识别的困难，其次是在语音翻译
中加入情感和可供选择的声音。他们说：“产品能达
到这些效果才更接近于真正的对话形式。”

跨越蒙汉口语
交流障碍的尝试

□本报记者 刘志贤

9月 20日，乌兰察布城乡社区大学举办
首届剪纸艺术培训班，邀请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薛金花为集宁
区社区教育试点社区60余名居民学员授课。
培训班旨在引导社区居民学习民间传统艺
术，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乐趣，树立终身学习
理念。

薛金花是化德县一家文化艺术公司的负
责人，她经常奔走于乌兰察布市各地，深入乡
镇、学校，尤其是社区活动中心讲授剪纸技
巧。每周六日，她的工作室免费开办剪纸、捏
面人培训班，把剪纸技艺传承与职业技能提
升、群众就业创业、帮扶脱贫结合起来，向妇
女、学生、残疾人、贫困群众传授剪纸技艺，每
年免费培训学员1500多人。在今年9月底举
行的2018年内蒙古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仪式上，薛金花等17人被评为“百姓学习之
星”，另有14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受到表彰。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始于2005年，如

今已走过了13年。期间，我区的终身学习、社
区教育、老年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有
15个“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受
到教育部和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的表彰，有7个
旗县区被教育部等9部门表彰为国家级农村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此外，我区还建立
起了社会教育资源共享体系，依托内蒙古广播
电视大学成立了内蒙古城乡社区大学和内蒙
古老年开放大学，通过开放校园场地、图书馆、
设施设备，提供课程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等形
式参与老年教育。目前已形成内蒙古城乡社
区大学——盟市社区学院——旗县社区学
校——街道（苏木、乡镇）社区分校——社区
（村、嘎查）教学中心的5级社区教育组织体系。

我区还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培
训机构向社区开放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服务，
推进学习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呼和浩特社区
学院的老年人益智玩具休闲娱乐课、通辽城
乡社区大学的社区教育公益大讲堂、兴安盟
城乡社区大学的社区大讲堂等，都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平日里，只要有时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富兴社区的居民李明香就来到社区剪纸课堂，
和老姐妹们切磋剪纸技艺。每周里有一天时
间，社区课堂还会有专业的老师来传授剪纸技
艺。李明香加入社区课堂已经有一年多了，如
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她一样走进社区学校、老
年大学、职业学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呼伦贝尔根河市社区学校着力林区特色
培训，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前不久被评
为我区2018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根河
市社区学校于2017年6月在该市唯一一所中
等职业学校——根河市职业高中挂牌，成为
了当地推进全民终身教育的依托载体。学校
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结合林区经济产业
实际与特点，积极探索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
培训项目，开办了狐貂养殖、黑木耳种植技
术、特种野猪养殖技术、生猪养殖技术、客房
餐饮服务、桦树皮工艺制作、民族手工艺品编
织、林下资源开发基本常识等专业，为当地区
域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同时，积极
与社会各界联合深入到社区、乡镇、机关及企
业，开展劳动力转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残疾人计算机技能、退役士兵技能培训等。

此外，学校还承担了老年大学的部分教学内
容，一点一滴切实履行着终身教育的功能作
用。

“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旨在引
导、鼓励大家投身健康的生活方式，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变‘学一会’为‘学一生’，达
到修身养性、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自治
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构建全民终
身学习教育体系。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统
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
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
泛参与的终身学习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加强
对终身学习教育各类资源的统筹，持续开展

“百姓学习之星”评选等专题活动，建立一支
以专职教师为引领、专业人员为支撑、志愿者
为主体的终身学习教育师资队伍。2019年，
我区拟依托内蒙古艺术学院开展社区教育培
训试点，依托内蒙古医院开展老年健康教育
试点，探索看得见、摸得着、可复制、易推广的
终身学习教育发展模式，逐步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浓厚氛围。

变“学一会”为“学一生”——

我区着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我区着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

经历

让教师成为人人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羡慕和和尊重尊重的职业的职业

为了配合做好幼儿园小学化倾向治理工
作，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山东省教育厅明
确要求小学一年级实施“零起点”教学，按照国
家和山东省定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教学，严禁超
纲教学。

山东省教育厅首先明确了小学语文、数学
学科的“零起点”教学标准。此外，山东目前正
在研究制定幼儿园幼小衔接指导意见，通过幼
小衔接电视节目宣传等举措，广泛传播科学育
儿理念，指导幼儿园和家长科学开展保教活
动。教育厅还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小学
要层层承诺践诺，公开教学计划，接受家长和
社会监督。小学一年级的教学规范情况，还要
与市县教育质量、群众满意度评价、校长职级
制考核等挂钩，切实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开好
头、起好步。 （来源《中国教育报》）

校园家教公益讲座
普及家教科学理念

日前，“家庭零距离·成长看得见”校园家
庭教育系列公益讲座活动在京启动。活动主
办方将组织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专家，走进
全国30余所城市中学举办1000场公益讲座，
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家长教育，促进家校之间的
深度有效合作。

据悉，此次系列公益讲座包括“智慧家长”
“卓越孩子”“和谐家校”“名校名师校园行”等
特色课程，旨在全面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理
念、知识和方法，实现家庭教育对优秀传统文
化、爱国主义、社会责任、勤俭美德、自律能力
的基础性培养，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
教育形成有效合力，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山东要求小学一年级
实施“零起点”教学

资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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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马少林 责任编辑：刘志贤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王霞 邮箱：nmgrbjyb@163.com 9教育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如今72岁的洪峡，曾是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是一名特级
教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40多年。40
多年的一线教学中，洪峡感受到了教育
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巨大变迁，其中最让
她津津乐道的是教师待遇和地位的一步
步提高，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她觉得很满
足、很骄傲。

洪峡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
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世纪70年代
初，20多岁的她被分配到刚建校的锡林
郭勒盟第二中学任教，当时教学条件的
艰苦她仍记忆犹新：老师们参与学校的

建设，脱土坯、垒院墙，建起来了有几间
土坯房的校园。比校舍更难解决的问
题，是教材的严重缺乏，复习资料更不必
提了。没有条件，老师们就用刻蜡板、油
蜡纸推出来一份份学习资料、试卷发给
学生们。如今，洪峡家里仍保存着一摞
摞当时自己亲手推出来的复习资料，她
说，这些资料里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改革开放以后，从国家到地方对教
育事业都越来越重视，学校从师资力量、
硬件设施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0年，洪峡所在的锡林郭勒盟第二中
学被确定为自治区首批重点中学。
1984年，洪峡调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中
学继续从事一线语文教学工作。随着国
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受到了

作为一名教师的荣誉感。1985年 9月
10日，新中国的教师们迎来的第一个教
师节，洪峡清晰地记着，那一天，学校举
行了隆重的教师表彰大会。感受着社会
对这个职业的尊重，教师们都备受鼓舞。

凭借着出色的教学工作，洪峡获得
多项荣誉：1989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1992年当选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1993 年获语文特级教师称
号，并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女职工、全国先进工
作者；1996年被评为全国“三育人”先进
个人；1997年被评为内蒙古“十佳职工”
标兵，获乌兰夫奖金奖；2008年荣获内
蒙古10位最有影响力的劳动模范……
洪峡说，自己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归功

于教师地位的提高。多年来，国家一直
重视提高教师地位，教师的待遇也在一
步步提高，教师有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获
得感。

1995年，洪峡还到韩国的汉城大学
进行交流学习，接触到不少新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理念。她说，这在以前是想都
不敢想的，正是因为国家越来越注重教
师队伍的建设，教师们才有了“走出去请
进来”的机会。她经常对现在的年轻教
师说：“我刚上班的时候，哪谈得上对老
师的系统培训，那时候主要就靠写校内
论文完成业务学习和交流。现在呢，除
了日常的各类专业教学培训外，几乎每
个寒暑假，教师们都有外出交流培训的
机会。不仅有学业培训，还有德育培

训。通过各种培训，教师们可以开阔视
野，增长才干。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洪峡说：“教育的真谛就是爱，爱教
育事业、爱老师这个职业、爱自己的学
生。”今年的全国教育大会，已经退休在
家多年的洪峡认真看了相关新闻报道和
各种权威解读，她发自内心地高兴。她
说：“教育大会再次提到，要提高教师的
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教师
成为人人羡慕和尊重的职业。随着办学
条件不断改善，要重视教育投入多向教
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这对我们广大教
师来说确实是莫大的鼓舞，有这么好的
条件，教师们还有啥理由不甩开膀子加
油干呢？”

□侯文学

学分不达标，本科变专科；考试不过关，有可能
退学、留级……近日，国内多所高校一改“严进宽
出”的培养模式，对学生念起“紧箍咒”，“严进严出”
正在成为一些高校的普遍做法。各高校积极整治
学风的态度和做法值得称道。

毋庸讳言，大学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间，受
尽了“寒窗之苦”。可一旦跨进大学校门后，他们中的
一些人松懈了。一些大学生没有把心思用在完成学
业上，而是忙着谈恋爱、玩游戏，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提高高校学习质量，
是大学争创“双一流”的基础和基本条件。只有强
化校园管理，端正校风学风，提高教学质量，教育引
导学生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才能实现“双一流”目
标，才能使学生成为有用之才。

当然，整治学风不能对差生“一退了之”，还需
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改进培养方式和管理方法。
针对一些学生荒废学业的情况，高校应严格日常教
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注重加强对其的学业规划
和职业生涯规划。也可根据学生成长的差异化现
象进行精准管理，比如可尝试推行弹性学制，学生
毕业后两年内可以择期回校重修学分或延迟毕
业。要在从严治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惩戒警示
制度，包括与之相匹配的学生申诉、第三方仲裁，让
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

希望广大学生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不辜负家
庭和社会的期望，努力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栋梁
之才。

“严进”也要“严出”

在呼和浩特市蒙古
族幼儿园（南园）举办的
2018年秋季趣味运动会
上，孩子、家长、老师共
同参与活动，让孩子们
在运动中体验亲情、感
受快乐。

本报记者 孟和朝
鲁 摄

趣味运动

拍校园

10月 23日，我区首届“鸿德
杯”大学生美术作品双年展在内
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
来自我区 16 所高校的 326 件中
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雕
塑作品，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精
神风貌和生活关注，深受大学生
们的喜爱。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摄

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