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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校园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我家附近没有公办幼儿园。照现在的
情况看，如果图方便，只能就近让孩子上民
办幼儿园。不知道将来附近有没有规划公
办幼儿园？”家住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众
新家园小区的市民刘飞刚当上爸爸，就开始
操心起孩子的入园问题了。

据了解，我区实施一期、二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以来，学前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但总体上看，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
足，区域、城乡和园际差异显著；体制机制桎
梏尚存，公办园运行保障机制亟待加强；幼
儿园教师数量短缺，保教质量有待进一步提
高，学前教育仍是覆盖城乡、趋于均等的国
民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

为巩固一、二期行动计划成果，促进我

区学前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基本解决“入园
难”“ 入园贵”“入园远”问题，承接两孩政策
落地，今年初，我区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第
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年）》，
明确了三期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2017 年至
2020年，规划新建、扩建公办幼儿园 1170
所（新建480所，改扩建690所）。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介
绍，“入园难”“入园贵”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的一个历史过程。我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近3年均保持在90%以上，“入园难”问题得
到有效缓解，“入园贵”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
普惠性幼儿园。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的工作侧重点就是，大力发展公办幼儿
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资源供
给。具体措施一是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

继续大力推进公办幼儿园发展，推动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与管理，积极扶持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发展特殊儿童学前教育。二是
强化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幼儿园教
师培养培训质量，严格实行幼儿园教职工资
格准入制度，依规补足配齐幼儿园教职工，依
法保障幼儿园教职工待遇。三是科学保教，
深化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四是加强监管，
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五是完善学前教育投
入体制，增加财政性经费投入，健全成本分担
机制，继续做好困难群体入园资助工作。

据了解，当前，我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正在不断推进中。2017年至 2018
年6月底，各级财政共投入学前教育项目资
金 207837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81409 万
元，地方（省、市、县三级）资金 126428 万
元。已支出 98177 万元，其中用于公办幼
儿园新建63526万元（开工103所），用于改

扩建幼儿园13335万元（开工107所），用于
改善办园条件 12069 万元（完成条件改善
450所），用于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9011万
元（惠及幼儿园 530所），用于设立学前教
育巡回支教点 236万元。去年，自治区继
续实施了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其中，中
央投资部分新建公办幼儿园42所，总投资
2.82亿元；自治区预算内基建投资部分新建
公办幼儿园24所，总投资1.7亿元。除此之
外，自治区财政每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幼
儿资助。

自治区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政府
投入和幼儿园教师配备是学前教育发展程
度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公办幼儿园的教师编
制问题。近日，我区发布了《关于建立公办
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普恵性民
办幼儿园补助标准的通知》。目前，教师编
制标准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园远”

我区不断加大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力度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如今43岁的任利刚已经担任内蒙古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副院长11年了。1994年，任利刚考入内
蒙古大学英语系。1998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
他毕业留校任教。任利刚回忆，大学时代学校已经
有留学生了，但他与留学生们几乎零接触，因为那时
候学校的留学生确实挺少的。

官方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区的国际教育逐
渐形成规模。1980年至1998年的近20年间，内蒙
古大学共接收来自美国、日本、蒙古国、俄罗斯等国
的160余名留学生来校就读。当时的留学生以语言
生、进修生为主，大多数是来学习蒙古语、汉语，学历
生很少。所以，当时在校园里碰上一位留学生其实
还是挺稀奇的。

1999年，内蒙古大学的留学生数达到60人，其
中语言专业53人，其他专业7人，留学生的教学基
本由蒙古语言文学系负责。当年的12月，内蒙古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成立，学校的留学生教育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当时，任利刚还在外国语学院工作，他
说，那时外国语学院的老师都很少有出国进行教育
交流访问的，可见当时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还是很低
的。2007年，任利刚开始担任国际教育学院副院
长，他总说，自己赶上了学校国际教育发展的黄金
期，2007年至今的10多年间是学校国际教育快速
发展的阶段，这与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
分不开的，同时也得益于各方面对国际教育重视程
度的不断提高。

说到变化，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2008年，内蒙
古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数量为 200余人；
20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约800余人，其中长期学

历生600人左右，学生遍布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
理、生态学、蒙古文字等近50个专业。国际教育学
院负责来校留学生语言教学培训，学历学位留学生
则分流到各学院培养。现在，学校校园里外国留学
生到处可见，他们与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互相交流，
其乐融融。去年，内蒙古大学举办了首届国际文化
节，活动期间，很多中外学生成了朋友，中国学生了
解了很多异域文化，留学生们了解了汉服、茶道、书
法等中华传统文化。

任利刚也见证了国际教育学院办学条件改善的
全过程。1999年，第一栋留学生公寓在校园东北角
建成；今天，学院已经有了4栋独立的留学生公寓。
公寓内设公用厨房，单人间、双人间两种规格的房间
内均有带浴室的卫生间、书桌、衣柜、电视、电脑网络
接口等设施设备。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舒适而便
利。

近10多年间，任利刚的出国频率很高。他曾以
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过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也曾赴蒙古
国、俄罗斯等国家推介自己的学校，还曾担任过很多
国际会议的英语翻译官。他笑称自己是一名“教育
外交官”，他深知，许多像他一样的老师能经常走出
国门，都得益于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开放理念的提
出和国际教育的繁荣发展。

“国际教育学院的变化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留学
生数量多了，层次高了，更加多元化了，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这几年有很多优秀的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
中国、留在内蒙古学习和生活，我们内蒙古鲜明的民
族和地域特点还是很吸引人的。”任利刚高兴地说。
他深信，今后内蒙古大学乃至自治区、全国，国际教育
的格局会更大，他这名“教育外交官”也会在国际教育
交流、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发挥出更大作用。

我区领航校（园）长培养计划学员
赴山东学习

10月 29日至11月16日，自治区领航校（园）
长培养计划（中学班）学员赴山东省开展考察、跟
岗学习，提升办学治校能力。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神，着力培养一批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优秀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园）长，加快推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自治区教育学会、教科所、教研室
联合启动自治区领航校（园）长培养计划，通过理
论研修、实践考察、跟岗学习、导师带教等多种形
式，计划培养我区中小学、幼儿园领航校（园）长
120名。 （记者 刘志贤）

宁夏多举措保护幼儿好奇心想象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推进幼儿园创新素养教育指导意见》，要求
教师转变角色，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
幼儿奇思异想，记录幼儿的创新行为，不随意打扰
或打断幼儿游戏活动。

意见提出，幼儿园园长应推进有助于创新素
养教育的幼儿园管理制度，弹性安排活动时间，营
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并挖掘教师长处，鼓励教
师从擅长的领域入手，大胆尝试，为教师的教学创
新提供条件，支持教师以幼儿为本，灵活安排教学
活动，鼓励教师从激励保护幼儿的好奇心想象力
和兴趣爱好出发开展游戏活动。 （来源新华社）

□张淳艺

日前，教育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与2007年印发的《关于认真
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相比，新发布的意见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要尊重
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过去，一些学校在认定贫困生时，往往热衷于公开
“竞选”，动辄要求家庭贫困的学生当众演讲，由全班同学
进行投票，得票高的才有资格得到助学金。这种做法的
初衷固然为了追求公平公正，防止人为造假，但在客观上
对当事学生的自尊造成伤害。有的学生表示，自从在同
学面前讲了自己最羞于启齿的家境后，常常觉得抬不起
头来。还有的学生虽然家境贫困，却不愿当众“揭伤疤”，
便索性放弃申请助学金，这显然有悖于扶困助学的初衷。

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靠诉苦比困认定贫困生既
不应该也没必要。高校通过与民政、扶贫、残联等部门
的信息共享，完全可以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真实情
况。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既是对于学生尊严和隐私的
保护，也是对于高校完善认定工作的倒逼。如何在不涉
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的前提下，认真做好认定及公示程
序，高校管理者还要拿出大智慧。

此外，另一些针对贫困生的“隐形歧视”问题，同样值
得关注和解决。一直以来，人们对贫困生总有一种思维
定式，认为过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苦行僧般生活，才是
贫困生应该有的样子。有的地方要求学生购买笔记本电
脑不能被认定贫困生，有的学校规定学生在食堂用餐一
顿超过多少元钱，将被取消助学金资格……贫困生也有
正常消费的自由，不能仅仅因为领取了助学金，就不能买
作为学习工具的笔记本电脑，改善伙食也有了罪恶感。

此次意见对家庭困难学生的认定依据、原则都做出
了详细的规定，将“学生消费的金额、结构等是否合理”
纳入其中，对于做好认定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各高
校在执行中应当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充分尊重受助学
生感受，保障合理消费，为其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困难学生认定
要体现人文关怀

□白华

在呼伦贝尔学院有这样一节课，上课时学生
们4人一组玩扑克牌，老师在旁边指点“战术”。
原来，这是学校的一门选修课——桥牌课。

在网络时代，这些传统的智力型体育项目似
乎缺乏吸引力。开设桥牌选修课，一直以来是呼
伦贝尔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白国林老师的愿
望。他认为，桥牌是一种高雅的、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智力运动项目，特别适合在高校师生中推广。

2017年10月，白国林参加了自治区桥牌协
会在赤峰市举办的中国桥牌协会桥牌师资培训
班，在与其他高校老师围绕桥牌运动的成效进行
交流后，他下定决心要开设桥牌课，并以学校桥
牌俱乐部长期活动的方式在学院推广这项运动。

2018年3月，由白国林主讲的《学打桥牌》全
校公选课正式开课，首次开班就有100多名学生
报名，由于班额有限，最后只留下了36名。白国
林说，桥牌包含了逻辑推理、概率推算、心理分析
和战术运筹等多学科知识，对打牌人的综合素质
要求很高。因此，他挑选的桥牌班首届学生主要
来自计算机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教育科学学
院等与桥牌知识关系较紧密的专业。

在教学中，他注意到了大班制教学带来的问
题——“整齐划一”，但桥牌教学恰恰需要的是

“因材施教”。于是，开课初期，白国林花费大量
时间去摸透每个学生的性格：内向的学生要多鼓
励，激发其斗志；性格孤僻的要提醒注意团队配
合；易浮躁的则被告诫要“打好眼前这副牌”。

想打好桥牌不能纸上谈兵，白国林根据具体
情况将学生分为4人一组，边“玩”边学。他一桌
桌去看学生打牌，并向学生提问，慢慢提高他们
的实战水平。在桥牌运动中，需要取舍、趋利避
害，讲究牌理、规矩意识、契约精神等，学生们通
过学习桥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传媒学院的田薇同学通过学习桥牌收获了
挺多。她说：“桥牌是要看协作的，这就锻炼了我
们沟通协作的能力，在争取赢的过程中，队友间
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桥牌课在呼伦贝尔学院火了。新学期开始
后，又有32名学生幸运选到了桥牌课，没选上的
学生只能“望牌兴叹”了。

桥牌课开进高校

学生们在朗读蒙古族经典诗词。从 2014 年开
始，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第一小学将
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二定为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承
日，在这一天组织说标准蒙古语、写规范蒙古字等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激发学生对民族语言文
字及传统文化的热爱。 斯琴 摄

传承民族文化

日前日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第二幼儿园举办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第二幼儿园举办了
““童心妙语话未来童心妙语话未来””儿歌故事大赛儿歌故事大赛，，图为大赛中孩子图为大赛中孩子
们在说唱们在说唱《《中国字中国字》。》。据了解据了解，，该园多年来一直致力该园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语言类课题研究于语言类课题研究，，促进幼儿语言发展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积极为幼积极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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