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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日
前，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
我市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时
间仍按原计划不变，按照校历
开学。

据悉，根据校历，全日制
普通中学已经于 2023 年 1 月
31日（农历正月初十）开学，2
月 1 日（农历正月十一）正式
上课，高三质检定于 2月 6日
至 8 日举行。小学将于 2023
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六）开
学，2 月 7 日（农历正月十七）
正式上课。

市教育局提出，新学期，
各学校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
开齐开足课程计划规定的每
一门课程，不得随意增减课
时，并按教学内容和教学要
求组织教学活动。要科学制
定在校作息时间，学校和教
师不得违背学生意愿占用节
假日或休息时间组织学生有
偿补课。要加强作业统筹管
理，认真落实“双减”政策。
同时，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
课程和心理健康教育课，深
入推进课程育人等。

本报讯（记者 刘
健宁）1月 28日，市教
育局召开 2023 年新
春工作动员会，传达
学习漳州市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提升年动员
大会精神，向全市教
育系统发出动员令，
并部署有关工作。市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卢炳全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强调，要抓
好收心工作，迅速调
整工作状态，做到人
员收心、思想收拢、工
作收紧，高起点谋划、
高水平推进、高效率
运行；调整优化年度
工作目标任务，细化
工作措施，抓好各项
工作任务落实；跟踪
做实绩效考评工作，
努 力 走 前 头 、创 佳
绩。要抓好高考工
作，全市教育系统特
别是各高中学校要把
做好高三毕业班复习
备考作为关键重点工
作，强化责任意识，狠
抓教学质量，进一步
明确段长、班主任、学
科教师的职责任务，
做到目标细化、任务
分解、措施优化、科学
可行，加大精细化精
准化管理，不断提升
复习备考工作水平，
确保 2023 年高考取
得好成绩。要抓好学
期初工作，近期要开
好全市教育工作会议
暨普通高中校长培训
会、市直学校校长和
局机关科室负责人工
作汇报会、漳州一中

高三教学工作座谈会等会议，做好中学质量检测和
新学期教学准备工作，引导大家一心一意抓教学管
理改革，聚精会神促教育质量提升；做好疫情防控
和校园安全工作，开学前各校要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和环境卫生消杀，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为新学期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市
属高校领导，市属中职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书
记、校（园）长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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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近日，漳州开放大学
2023年春季招生开始，主要招收国家开放大学（本、
专）科学生。同时，学校与国内部分高校合作，面向
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招收在职研究生。专科报名时
间为3月10日之前，本科为3月27日之前。

据悉，本科专业包括金融学、会计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等，专科专业包括大数据与会计、小学教
育等，在职研究生开设专业包括课程与教学论、教
育学原理、工商管理等。招生对象方面，本科（专
科起点）专业要求，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
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专科专业要
求，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在职研究生招生
对象为具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且取得学位满
三年者。

本科、专科学习采用“线上+线下（面授）”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最低修业年限 2.5年，学籍自注册
入学起 8 年内有效。在职研究生学习则全部为网
络授课。

漳州开放大学今年春招开始

本报讯（记者 邹美玲）日前，省教育厅印发《关
于公布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名单的通知》，确定112
所学校为福建省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

我市共 10 所学校入选，分别为：漳州市芗城
实验小学、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华安县第二
实验小学、漳州市实验小学、龙溪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龙海第一中学、东山
县第二实验小学、南靖县实验小学、平和县第三
实验小学。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总结提炼义务教育教改工
作经验成效，指导基地校完善教改工作机制，推广
应用优秀教改成果，引领更多的学校参与教育教学
改革，引导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加快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据悉，福建省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评出两批
共计 978所“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经过
培育建设（周期4年），才能被命名为“义务教育教改
基地校”。

漳州 10所学校入选省
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

新学期开始，该收心了

整装待发 从“心”起航

▼2月1日，漳州
三中高二学子在开学
首日领取新书。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2 月 1 日，漳
州三中高三学子利
用课间与同学进行
学习交流。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1 月 31 日，一名学生在市区
某文具店提前选购文具，为开学
做准备。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摄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开学
第一课，不在学校，而在家里。

家有六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谢彩丽
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假期和新学期之
间的阶段是比较难熬的，作为家长首要
面临的问题就是尽快帮助孩子从春节
喜庆气氛、安排无序的状态中走出来，
做好上学准备。”谢彩丽介绍，她会和善
而明确地告诉孩子，假期很开心，但即
将结束，快开学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
节奏，集中精力，做好开学心理准备。

同时，开学前，家里减少娱乐时间，以良
好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尽快恢复规律
状态，帮助孩子从假日喧嚣中安静下
来，恢复日常生活学习作息。家长也要
以身作则，让孩子觉得不是只有自己在
为开学做准备。

低龄的孩子尤其需要家长帮助进
行心理调适。“妈妈，我还不想上学，我
还想放假呢。”安馨已经是幼儿园大班
的孩子，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学，仍然表
现出焦虑。安馨的妈妈张燕青通过带

孩子逛文具店，买新书包，让孩子重建
对幼儿园生活的期待。她告诉记者：

“每次开学，我会带她买新书包，幼儿园
书包功能性不强，可以让孩子选自己喜
欢的卡通书包，她就会对开学背新书包
这件事有期待。同时，联系她幼儿园的
同学，小伙伴重新玩在一起，有曾经的
幼儿园快乐回忆，能大大减轻对开学的
恐惧。这么一番引导，这两天，她已经
不再说不想开学了。”

☉本报记者 邹美玲

C 家长积极参与开学准备

近日，漳州学子

陆 续 迎 来 返 校 的 日

子，经历了漫长的假

期，开学前后是否有

些焦虑？教育周刊记

者采访了有相关经验

的老师和家长，帮助

同学和家长尽快适应

新学期。

漳州全市中小学按校历有序开学

2022-2023 学年的寒假比较长，假
期生活悠然，开学在即，部分学生可能会
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低龄学生可能会
有些焦虑，如何让孩子从长假中收心，调
整好学习状态投入新学期呢？

漳州市实验小学教师佘晓媛说，
开学前做好收心工作固然重要，但家
长们也应避免两种“简单粗暴”的错误
收心方式：一是念叨恐吓式收心。有
些家长担心孩子无法及时调整好状
态，每天对着孩子念叨：“快开学了，还
睡这么晚。”“快开学了，作业做完了

吗？”“快开学了，该收心了。”“开学后，
你 这 样 吊 儿 郎 当 ，老 师 肯 定 会 批 评
你。”……念叨或恐吓式教育容易使学
生对开学产生厌恶或恐惧，反而不利
于孩子收心。二是断崖式收心。假期
学生拥有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快乐，
看喜欢的动画片、玩喜欢的游戏……
假期一结束，家长“一刀切”地把孩子
喜爱的东西都收起来，逼迫孩子进入
学习状态。孩子的心理反差太大，若
家长一味责骂，只会激化矛盾，孩子容
易产生逆反情绪。

那如何收心才是正解？佘晓媛表
示，心理调适，当情行并举。她建议，家长
不妨在开学前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回忆校
园活动、老师对孩子的关爱、同学相处趣
事等，使孩子向往校园丰富多彩的生活。
老师和家长提前几天提醒孩子即将开学，
请孩子及时做好学与玩的合理规划，引导
孩子制定出每天玩的时间计划，使孩子从

“玩”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学”，孩子更容易
接受。面对新学期，家长可以给孩子多一
些鼓舞，使孩子能快速提起进入学校学习
的兴趣。

A 收心当情行并举，警惕误区

想要更好地进入新学期的学习状
态，还需给大脑“热热身”。佘晓媛表示，
开学前，家长可帮助孩子进行状态调整，
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饮食起居、学
习和锻炼，做做早操、眼保健操等，使孩
子提前进入学习状态。提前提醒孩子检
查假期作业完成情况，将作业分类整理，
及时查缺补漏。对线上学习期间的作业
进行回顾与检查，鼓励孩子提出问题，以

便回到课堂后解决。
佘晓媛说，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回

顾假期生活，对照假期计划，看看哪些已
经完成，哪些还未完成。还可以一起将
假期里的读书收获、难忘经历、旅行感
悟、家务劳动或体育运动等，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做成 PPT，开学后到班级和
同学们分享，提升孩子对开学的期盼
感。做好学习计划也很重要。家长和

孩子一起展望新学期，提前做规划、定
目标，比如一周练多少张字、背几首古
诗、学会叠被子、学一项特长等。制定
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可以使孩子
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

佘晓媛还提醒，有些学生开学后
进入学习状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家
长多包容多鼓励多沟通，给予积极的
心理暗示。

B 有意识引导孩子调整状态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日前，教育部发
布关于共同抵制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活
动的提醒。指出，广大中小学生寒假期间
在家长的陪伴下锻炼身体、培养兴趣、敬老
孝亲、劳动实践，收获了有意义的假期。但
同时发现，有人借寒假之机违规举办竞赛
活动。比如，某微信群散布大年初六线上举
办“希望数学”违规竞赛消息。对此，教育部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严肃查处，相关机构已
发布没有参与举办违规竞赛的声明。

教育部再次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凡
未列入教育部公布的《2022—2025学年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均
属违规举办的“黑竞赛”；所有竞赛的结果
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据，也不得
作为中高考加分项目。有关公司和个人通
过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散布“考试获奖，助
力升学”谣言、贩卖焦虑、非法敛财，属违法
违规行为，不仅加重学生负担、损害孩子身
心健康，而且涉嫌诈骗。希望广大学生和家
长理性看待参加竞赛的意义和价值，共同抵
制违法违规“黑竞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违规竞赛，切实减
轻学生假期负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欢迎

全社会参与监督，共同维护良好育人环境。
据悉，2022年 9月发布的《2022—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自然科学素养类比赛包括全国青少年
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全国中小学信息技
术创新与实践大赛、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
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全国青少
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全国青少年无
人机大赛等。人文综合素养类包含全国青
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外语素养大赛、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全国中

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高中生创新能力
大赛、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等。艺术
体育类包含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
赛、“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
教育竞赛、“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
型教育竞赛、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

“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
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全国青少年传统体
育项目比赛、“致敬英雄”全国青少年文化
艺术创作主题教育竞赛、“希望颂”——全
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全国青少年音乐
素养大赛。

教育部：共同抵制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