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达州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如何重塑教育未来？
（紧接01版）他表示，拔尖人才往往在幼儿
或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较高天赋，但如果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系统培养，这些
潜能就可能逐渐消退。普通教育课程，尤
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更多体现“大众教育”
导向，难以满足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需
求。因此，建立早期培养体系、探索达州特
色路径已刻不容缓。

如何破局？达州以两方面举措作答。
借鉴经验，贯通培养。去年，市教育局

调研团赴成都、绵阳、宜宾等地考察，发现
资源整合与贯通培养是提升拔尖创新人才
数量和质量的关键。达州据此提出构建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科研院所”培养
共同体：小学阶段重在兴趣启蒙，激发好奇
心；初中阶段强化思维训练，培育科学素
养；高中阶段聚焦竞赛突破，搭建创新人才
培养的“立交桥”。

试点先行，探索模式。达州市拔尖创
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心作为我市与四川嘉祥
教育集团的共建项目，将在学生选拔、课程
设置、师资配置等方面开展创新试点，为全
市积累经验。

革新
这里的教育与众不同

培养中心设在达州嘉祥外国语学校。
步入校园，一座四层高的红色教学楼格外
醒目，外墙上“达州市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
养中心”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培养中心一楼走廊，一块深蓝色的透
明建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个由规格
不一的蓝色透明箱体构成的艺术装置，两
侧曲线如伸展的双臂托举主体，独特的造
型和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让人感受到创新
教育的无限可能。

走进教室，更让人耳目一新。这里没
有常见的储物柜，也没有满满当当的桌
椅。“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学生间自由探
讨。”达州嘉祥外国语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我们将学习能力相仿、志趣相投又各
有所长的学生组成学习团队，通过‘学习风
暴’式的合作交流，让学生在相互学习、竞
争与合作中，深化认知。”

滴水可观沧海。更多的创新和亮点在
学校负责人的讲解中渐渐明晰。

面对拔尖创新人才“难识别”“难培养”
“难持续”三大难点，我市通过有效整合区

域资源、构建科学公平的识别体系、探索贯
通式培养路径，为学生的全面、个性化发展
提供广阔空间。

2025 年起，我市采取学校推荐和学生
自荐等方式，由培养中心每年组织多维度
综合性测试，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在数学学
科或其他领城有创新潜质、明显特长的学
生。“学生天赋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我们
不仅要发现顶尖人才，更要发掘每个学生
在特定领域的潜能。”选拔不仅是测试，还
将结合现场观察、背景调查等方式，全面了
解学生。选拔培养过程中，由高校教授、教
科研专家以及中小学校长等组成的专家组
将全程指导。

依托嘉祥创新学校，构建“1+8+N”组
织体系，是培养中心创新探索的题中之
义。具体来看，市教育局成立 1个“达州市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心”统筹全局；7
个县（市、区）和市本级至少设立1所领航基
地校和 N 所创新基地校，形成全员互动的
培养网络。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落
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准基础上，根据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的需要，构建了以生
为本的自主发展课程体系，包括发现课程、
贯通课程和创新课程体系。”纵向打破学段
壁垒，探索小初高贯通培养；横向联合高校
科研院所，搭建多元成长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还创新学籍管理
方式，打破县域限制，建立弹性学制。通过
遴选的小学生将进入培养中心集中培养，
保留原校学籍；初中生则由原籍地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学生学籍可注册到原籍地优
质初中，为贯通培养提供制度保障基础。
项目班按照公办学校标准收取学费，达州
嘉祥外国语学校进行后勤保障，学生享受
四川嘉祥教育集团拔尖创新人才资源。

蓝图
多措并举重塑教育生态

未来如何发展？启动仪式释放信号。
2025 年起，按照 45人/班的标准班额，设立
初中“项目班”，并适度向小学六年级延伸，
逐步贯通至高中阶段。具体而言，每年将
设立小学 2个班、初中 4个班，到 2027 年实
现小学初中项目班总量14个、学生规模630
人的目标；到2030年，力争我市在强基计划
录取、学科竞赛获奖、一流高校升学等关键

指标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这一系列目标的背后，蕴含着达州教

育更深层次的战略思考。“我们更看重的是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培养体系，而非短期成
效。”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达州的愿
景是通过三年实践，形成具有本土特色、可
复制推广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最终
实现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这一
过程中，师资队伍建设处于核心位置，是决
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为此，市教育局与四川嘉祥教育集团
达成了深度合作共识。双方将共同实施

“达州创新育苗计划”，通过线上线下并轨
运行的方式，向全市开放嘉祥与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相关的优质课程资源和实验平
台。同时，推行“双师联动”机制。一方面，
由四川嘉祥教育集团的金牌教练团队直接
参与一线教学，另一方面将逐步遴选本地
公办校优秀教师，共同参与课程研发和竞
赛指导。通过“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模
式，推动教师队伍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
创新引领者转变，实现“培养一批学生、带
动一片教师、辐射全域学校”的良性循环。

在政策保障方面，市教育局拿出了实
实在在的支持举措。我市将统筹全市中小
学教师编制资源，为培养中心单列专项编
制，用于引进有志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优秀教师。

四川嘉祥教育集团创新学校校长刘刚
现场承诺，将派驻包括1名校级干部、5名学
科骨干和10名优秀竞赛教练在内的精英团
队，并引进20余名省市名师组建创新教育共
同体，从知识传授到创新赋能，实现成都-达
州骨干领衔同一人、教研课程一体化、评价
保障一体化，助力达州优质教育发展。

这一系列创新举措将重塑达州的教育
生态。从灵活的“项目班”设置到跨区域的
师资整合，从资源共享的“育苗计划”到评
价体系的一体化改革，达州正以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为突破口，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
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见效，
达州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心不仅将成
为孕育未来英才的摇篮，更将为区域教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达州方案”，
使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转化为推动区
域发展的“最大增量”。（部分图片由四川嘉
祥教育集团提供）

□记者 文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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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文莉萍） 为传承五
四精神，激发青春力量，近日，达州市第一
中学校（以下简称“达一中”）举行纪念五四
运动 106周年文艺汇演。学子们以艺术为
媒，与历史对话，用歌声、舞蹈和舞台剧等
形式诠释对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理解，
展现了当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该如何理解“五
四”这段历史？又该如何传承五四精神？
活动前，达一中党委副书记、校长杨杰分
享了他的思考。在他看来，五四精神并非
遥不可及，而是融入日常的每一份努力：

“真正的传承，不在于喊多响亮的口号，而
在于把进步刻进每一次课堂发言，把责任
融入每一次班级值日，把担当写在每一道
解开的难题里。”他鼓励学生脚踏实地，以
行动证明新时代青年一样能扛起时代重
任。

汇演在活力四射的乐队表演《你要跳
舞吗》中拉开帷幕。随后，《如愿》《我和我
的祖国》《青春之旅》等节目轮番上演，学生
们用器乐演奏、舞蹈、合唱等形式，诉说家
国深情；由各班自主编排的舞台剧《时空之
镜：与历史的对话》《再见的相遇》《南昌起
义》尤为引人注目，尽管表演略显稚嫩，但
沉浸式的演绎，让历史书上的一幕幕鲜活

再现，让在场的同学们深刻感受到：历史是
一代代青年用行动书写的篇章，而新时代
青年正接力成为五四精神的“燃灯者”。

除了家国主题，汇演还展现了青少年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活动中，歌伴
舞《兰亭序》、歌曲《画中游》、舞蹈《华夏霓
裳·千年回响》等节目中，参演学生身着传
统服饰，或歌或舞，精致的造型与动人的表
演赢得阵阵掌声，彰显了文化自信在年轻

一代心中的生根发芽。
杨杰表示，每年举办五四纪念系列活

动是学校坚持多年的传统，学生在参与中
感悟历史，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成长动力，五
四精神已融入校园日常。“去年开展五四纪
念活动后，学风更加浓厚了，班风更好了；
每天，校园里总有学生弯腰捡垃圾、维护就
餐秩序的身影，这些都是五四精神的生动
实践。”

传承五四精神 共赴青春之约

达一中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文艺汇演

学生国风表演学生国风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