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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创新育人模式，
激活课堂生命力

教育改革的浪潮奔涌向前，柳州市
民族高中始终勇立潮头。2015年起，学
校便踏上了育人理念的革新之旅，从

“民族+特色发展”到“民族+五育并
举”，再到如今“民族+五美五者”育人
模式的深入实践，育人体系在探索中不
断完善。特别是 2020年以来，学校更是
不遗余力地推动“民族+”育人成果的
辐射推广，让特色教育的种子在更广阔
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2024 年，学校首创“一核四力四
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并深入推行。该
模式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核心，锚定

“阅读力、思维力、表达力、生成力”
四大培养目标，将信息获取与理解、批
判性创造性思维与问题解决、多元思想
传达、学习方法与综合能力的培育融入
其中。同时，巧妙地将教学环节对应为

“阅读—研讨—分享—实践”四个环
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为课堂注入
了鲜活的生命力，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显著提升了学习效能。

科研兴校：聚焦真问题，
赋能高质量发展

科研是学校发展的强劲引擎，柳州
市民族高中深谙此道，从课题驱动、精
准研讨、协同共进三个维度为教育教学
赋能。在课题驱动方面，学校大力实施
科研兴校战略，鼓励教师以科研为犁耙

深耕教学，用课题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近三年，学校在科研领域硕果累累，6
项自治区级课题、21项市级课题顺利结
题，目前还有 29项市级以上课题正在研
究中，科研之花在各学科全面绽放。

面对新高考的挑战，学校在精准研
讨方面积极作为。依托与西南大学附属
中学共建的“U-U-S”学校发展共同体
平台，多次举办“新高考背景下高三复
习备考研讨会”，与专家学者、一线教
师共同探索高效备考路径，为学生的高
考之路保驾护航。

此外，学校还积极联合兄弟学校，
广泛开展教学研讨活动。通过经验交
流、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教育交流与
合作水平的提升，在协同共进中实现了
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 师 培 养 ：阶 梯 赋 能
强师能，薪火相传育新人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学校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保障。柳州市民族高中构建了

科学完善的阶梯式教师培养体系，为教师
的成长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一方面，学校
成立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正高级教师、
学科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课题共
研、示范教学等方式，孵化出一批批教学
骨干，有效提升了学科教学水平。

另一方面，针对新教师，学校打造
了“新教师工作坊”，实施“青蓝工
程”，为每位新教师配备经验丰富的导
师进行“一对一”帮扶。工作坊聚焦教
学基本功、课堂管理、德育能力等关键
领域，通过听课评课、案例研讨等丰富
多样的活动，助力新教师快速成长、站
稳讲台、形成风格。得益于这些举措，
年轻教师在这片沃土上迅速成长，多人
次在市级以上教学竞赛中崭露头角，逐
渐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教育事
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教 学 成 果 ：特 色 育 人
结硕果，桃李芬芳谱华章

辛勤的耕耘换来满园芬芳，柳州市

民族高中在教育教学领域收获了累累硕
果。近五年，学校基础教育教学成果斐
然，荣获自治区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
项；柳州市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0项，在市级同类学校中成绩亮
眼。

其中，外语组开展的 《思政引领·
数智赋能·一驱双融三协同育人模式》
研究堪称典范。历经 12 年的探索与实
践，该研究成功破解了民族地区英语教
学难题。团队巧妙运用信息化与AI技术
重塑教学生态，强化课程思政，取得了
显著成效：学生在学科竞赛中获奖超
100项，产出研究性成果 150项；教师完
成市级以上课题 11 项，发表论文 20
篇，出版专著 1部，执教各级示范课 66
节，开展讲座 38场。该研究成果荣获柳
州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入围 2025年自
治区评比，成为学校特色育人的一张亮
丽名片。

在民族特色育人方面，学校同样成
绩卓著。近五年，学校积极参与教育
部、中国青年报 《传承的力量·中秋
篇》 节目录制 3 场，承办及参演市级
以上民族文化展演、非遗传承等大型
活动 30 余场。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 动 中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民 族 文 化 认 同 感 显 著 增 强 。 同
时 ， 学 校 创 新 构 建 “ 校 内 +校 外 +家
庭”三位一体劳动教育模式，将民族团
结教育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学生
在劳动中感悟民族智慧、传承团结协
作精神，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展望未来，柳州市民族高中将继续
坚守育人初心，以教学改革激发内生动
力，以科研创新引领发展方向，以队伍
建设夯实发展根基，在民族特色教育的
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巩固和拓展教育
教学成果，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书写更
加璀璨的教育华章。

（赖柱武 蒋鸿波 文/图）

深耕教改科研沃土 绽放民族教育华彩
——柳州市民族高中绘就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广西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广西优秀中学校长高级研修项目”
在柳州市民族高中举行。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李汶璟） 7月 6日，我市
第二期求职能力实训师资班在国家级柳州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结课。驻柳高校、中职学校、培训学校及人
力资源公司等 30名就业领域从业人员完成了为期 7天
的培训。

培训内容涵盖生涯彩虹图、五维职业认知、霍兰
德职业兴趣等。培训导师围绕柳州就业现状以及青年
群体的求职需求特点，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试讲等实
战环节，帮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教学方法，提升其就
业指导专业能力，为青年群体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就业
服务。“这次培训干货满满，深入浅出的课程讲解让
我学会科学地帮助求职者自我剖析，找到他们职业兴
趣所在，也学会更多就业指导的方法，希望能帮助更
多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参训学员黄镡锋说。

据了解，师资班是我市 2025年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求职能力实训项目的重要一环。我市人社部门将依
托参加此次培训的就业指导师资力量，广泛开展求职
能力实训学员班，通过互动式教学和沉浸式体验，帮
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掌握求职技巧、明晰职业规
划、提升就业能力。同时，还将提供“实训+就业”
一体化服务，实训结束后立即开展岗位对接、招聘服
务等活动，帮助学员尽快就业。实施“1 周、3 个
月、6个月”三阶段跟踪机制，通过电话回访、岗位
推送、职业指导等方式，持续稳定参训学员就业率。

（上接一版）
据悉，中老铁路北起中

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
长 1035 公里。自开通以来，
不 仅 架 起 了 两 国 沟 通 的 桥
梁，推动沿线经济贸易多元
化发展，也拓宽了老挝青年
的发展路。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
有限公司统计，截至今年 4
月 12日，中老铁路国际旅客
列车累计发送旅客 191 万人
次，其中跨境旅客 48.7 万人
次，覆盖全球 112 个国家和
地区，为促进区域经贸合作
与人文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

6 月下旬，当看到中老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的 招 聘 简 章

时，吴明雄和其他留学生毫
不犹豫地投了简历。“我选择
了副司机、货运员的岗位，
近期正在准备面试。”吴明雄
说，“相信我一定有机会，为
国家的铁路事业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近年来，为了助力老挝
培 养 铁 路 专 业 技 术 技 能 人
才，帮助老挝青年实现投身
铁路事业的梦想，柳铁职院
已招收了 4 届老挝留学生。
其中，2024 年毕业的老挝留
学生杜王，已成为中老铁路
老挝万象至磨丁段的调车副
司机。

全媒体记者 朱柳融
实习生 李镇江 报道摄影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6日从国家档案局获
悉，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APP当日正式
上线。这标志着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工作迈向移动
互联新阶段，将为社会公众带来高效、便捷查档体验。

据了解，用户通过手机在移动端APP完成实名注
册登录后即可开启便捷查档新体验。用户可填写查档
需求，选择目标档案馆，查档申请经目标档案馆接收
办理后，通过移动端APP及时反馈查档结果。用户可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电子邮件接收、快递邮寄、到就近
档案馆现场领取等方式获得查档结果。

截至目前，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累计接
入 2300余家档案馆，注册用户超 23万。国家档案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移动端 APP 将持续优化移动端功
能，加强与各级档案馆的联动，进一步提高档案服务
质量、拓展服务渠道，让档案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民
众，助力社会发展。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
服务平台移动端APP上线

我市开展求职能力实训师资班培训

提升就业指导能力

培训导师在上课培训导师在上课。。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黄覃覃黄覃覃 摄摄

在桂中大地的教育版图上，柳州市
民族高中正以独特的民族教育魅力，书
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近年来，
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教
学改革为突破、以科研创新为驱动、以
教师培养为基石，在民族教育领域深耕
细作，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吴明雄吴明雄（（右右））在老师指导下爬上火车准备操作人力制动机在老师指导下爬上火车准备操作人力制动机。。

跨越山海来求学
学业有成逐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