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74万个

全力保障高峰期学位供给，2018年
以来，全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556

所，提供学位约36.74万个

270余个

2018年以来，全市新建高职4所，在校生增加3万人。全市职业
院校共开设270余个专业点，基本覆盖青岛市重点产业链

4万名

2018年以来，组织全市4万名班主任参加家庭教育课授课技能培训，组建806
支家庭教育类宣讲团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宣讲11874场，受众超千万人次

2017亿元

2018年以来，全市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投入
2017亿元，年平均增长6.1%

95.8%

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食堂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2014年以来，市
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18.3亿
元，建成标准化食堂 1146
所，中小学标准化食堂覆
盖率达95.8%

数据来源：
青岛市教育局

95.3%

2024年，宁波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66.3%，优质幼儿园（一二级）覆盖率

81.2%，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95.3%

97.5%

全市学生体质健康明显改善，2023年实现达标率97.5%，
优良率68.01%

94.14%

2023年，全市随迁子女入学人数达300430人，符合条件的新市民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就读率达94.14%

200所

全面实施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全市中高
级职称自主评聘试点学校达到200所，覆
盖全学段

83.57亿元

2024年，全市教育固定资产完
成投资额83.57亿元，区域
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
为98.22%

数据来源：
宁波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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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在奋进在教教育育强强国国大路上大路上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各地教育成就巡礼·青岛/宁波篇

奋进在奋进在教教育育强强国国大路上大路上

本报记者 刘淼

自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青岛
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从资源配置方式、办学模式、发
展路径、保障机制等方面推进综合改革，持
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一系列好政
策的加持下，好学校、好老师、好学生呈现迅
速增长态势。

“一长多校”好学校生长更快速

“南强北弱”“西强东弱”曾是青岛市主
城区教育的痛点。随着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工作的持续推进，以“一长多校”为主线的集
团化办学快速改变了青岛市基础教育的格
局和生态。

“我们是一个学校，是一家人。”这是青
岛市第二实验小学、遵义路小学、富文路小
学3所学校的校长江建华的“口头禅”。

2022年8月，遵义路小学成为青岛市第
二实验小学集团成员后，江建华就“驻扎”到
学校，将统筹规划与自主管理相结合，让教
师在刚性约束和柔性指导下释放更大的潜
能。短短一年多，遵义路小学就因教育教学
全方位提升而获得李沧区优秀等级。

李沧区是传统老工业区，2018年以来，
全区以“一长多校”扩名校之优，深化集团化
办学。一方面，引进青岛市内名校，另一方
面，由区内名校长担任集团总校长，打造新
校形象、焕发老校活力。

2022年以来，青岛市有72名优秀校长
实行“一长多校”办学，涉及学校168所。青
岛市锚定“建一所、优一所、强一所、老百姓
喜欢一所”的目标，通过集团化办学模式，进
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同时实
施初中强校提质、新校高位发展等十大行
动，推动好学校快速生长。

梯队培养 好老师成长更畅通

2024年6月，青岛第六十六中学数学教
师于莺彬荣获山东省特级教师称号。回顾
自己的成长之路，于莺彬感慨道：“我常常觉
得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确实赶上
了好时候。”2018年，于莺彬参与青岛市首批
名班主任工作室培养工程结束后，无缝衔接
参与青岛市第三期名师建设培养工程、山东
省第五期齐鲁名师工程。6年间，她快速成
长为省级名师。“我是在青岛市教师梯队建
设平台上成长起来的，也希望自己能为区域
教师队伍建设作出贡献。”

“老于同志对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被学员昵称为“老于”的于莺彬，对每次

交流的说课、讲课、研讨都是高要
求。而学员们也受益

于此，郑悦

开设青岛市级公开课，李哲晖的课入选山东
省实验说课比赛优秀案例……

青岛市始终把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资
源，以全面推进教师梯队发展为抓手，营造
教师成长良好生态。在青岛市新任教师、菁
英教师、骨干教师、名师名校长、教育名家五
大教师梯队发展平台上，11.9万名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最近发展区。

体教融合 好学生发展更全面

7月26日，崂山区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
丁欣艺在亚洲青少年射箭联赛（香港站）比
赛中获得U13女子反曲弓组别金牌，从6个
国家的5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金牌的获
得，源自该校的校本课程。

崂山区实验学校实行“4+1+N”体育课
程，“1”，指一至八年级面向全体学生每学年
开设一门体育特色课程，而“4”和“N”指每周
4节体育课和N节体育社团课。从这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滑
冰、少儿体操、高尔夫、射击、射箭、游泳、排
球、棒球8门特色体育课，从而激发学生对体
育的热爱，拓展学生的体育视野。

2018年11月，青岛市教育局印发《青岛
市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十个一”项目行动
计划》，让学生学会一项体育技能、掌握一项
艺术才能、精读一本书……如今，青岛市体育
课的特色发展已经形成“一校多品”格局。

家校协同 好氛围凝聚同心圆

家校协同是培育孩子更好成长的自然
需求和实施方式。每学年4次8课时的家庭
教育指导课，已经成为青岛市家校协同的重
要途径。

得益于青岛市出台的《促进青岛市家庭
教育指导教师专业发展的若干激励措施》，青
岛第五十九中学教师于明东从一名普通心理
教师，迅速成长为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主
持人，还经常做客青岛电视台的《教子有方》
栏目。像于老师这样的家庭教育名师，青岛
市共有10个，他们和工作室成员，共同组成了
家庭教育的核心“百人团”。

8月30日上午9：00，位于青岛市市南区
的文登路小学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开学第一
课”。213名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走进校园，聆
听他们的专属课程——“成长型思维 亲子
共成长”。三年级徐乐仪的妈妈王洁是“家
长开学第一课”上的老面孔。她为新生家长
做了“幼小衔接——我做对的事”主题分
享。这种互帮互助式的家庭教育课程模式
是青岛市的另一新型探索，让家长在相互启
发、影响、带动中找到育儿“最优解”。

青岛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元韶说，近年来，青岛市
坚持以“扩优提质”为主线，加快构建学位充
足、布局合理、资源优质的基础教育优质均
衡新格局，努力满足广大家庭“上好学”的美

好愿望。下一步，全市将按照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聚焦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要求，继续打
造一批质量优良、人民

满意的家门口好学
校，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教
育获得感、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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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黄雯菁

今年5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认定56个
县（市、区）为2023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市、区），宁波市北仑区和奉化区名列其
中。早在2019年，宁波市江北区就成为全国
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截至
目前，宁波共有3个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区，为全省第一。

近年来，宁波把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作
为推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
的重点，突出全域一体、全员覆盖、全面发
展，实现了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
进、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跃升。

宁波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毛才盛
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在基本均衡基
础上的迭代升级，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和质量
提升，宁波通过实施全域整体发展、学校特
色发展、个体全面发展“三条路径”，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全域整体发展 推动优质共享

缩小义务教育差距，是实现教育起点
公平的先决条件。宁波不断缩小义务教育
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构建优质
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在教育投入保障上，宁波严格落实
“两个只增不减”，2023年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超过223亿元，比上年增加6%。中小学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达到省定标准1.5倍
以上。安排6亿元市级统筹资金精准支持义
务教育，城乡生均经费基本一致。创新建
立教师编制激励机制，向“双减”、支教助
学等倾斜，去年以来新增编制6797名。连
续4年将中小学学位扩容作为年度民生实事
项目，累计改扩建中小学322所、增加学位
164391个。

在政策导向上，宁波将全市22所优质
高中超60%的招生名额，按照学生数均衡
分配到城乡学校，从源头上提升乡村学校
的吸引力。全市603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参与“教共体”建设，覆盖率达100%，
提出了教研共建、活动共融、资源共享、
文化共生的“四共”目标，驱动义务教育
学校质量整体提升。

良好的教育发展态势进一步扩大了宁
波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力。2022年宁波获
批教育部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三级联动推动各项实验项目；2023年获批
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区，打响“院士之
乡”品牌，还成功获批教育部首批信息技
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全域
推进学生综合评价改革。

学校特色发展 促进内涵提升

办好学校，是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的关
键。宁波通过系列举措将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全市，推动城乡教育质量同步提
升。

在江北区实验中学，每周
都有语文、数学、科学学科
的“远距同步课堂”，屏
幕的另一端有位
于慈城镇的江
北区新城外
国 语 学

校，有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洪塘中学，还有温
州市永嘉县水云学校。“我们从2019年开始
探索，不同学校的师生隔着屏幕一起思考与
探讨，犹如坐在同一个教室学习。”江北区实
验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凌波说。

当前，宁波有382所学校参与“互联网+
义务教育”结对帮扶工作，通过“一块屏幕”将
城区优质资源向相对薄弱的偏远地区输送。

师资是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宁波通过
启动乡村领雁工程、乡村教师培优提质行
动，建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基地学校，设立
山区海岛学校特设名师岗位、农村教师特岗
津贴和职称评审倾斜等制度，整体提升乡村
教师的育人水平。仅2023年，就开展乡村教
师市级名师带徒活动、基地学校片区研修活
动等360余次，轮岗交流教师1861人，占符
合交流条件教师的29%。

学生全面发展 充分挖掘潜能

实现多样化育人，对实现教育结果的公
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宁波全面推进“五
育”并举，为充分激发不同孩子的潜能提供
平台。

为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宁波建立了科
学副校长制度，现有7位院士、200余位教授
及500余名科技人员担任科学副校长，实现
全市中小学校全覆盖。定期通过“院士开讲
啦”讲座、科学公开课、科普大讲堂等形式授
课，已有施一公、王建宇、郑纬民等多位院士
为宁波师生开设科学公开课，参与师生超
1000万人次。

“孩子们在赛场上奔跑，把我们观赛的
大人也拉回到了青春年华！”去年，北仑区举
办了中小学生篮球“超级联赛”——“校
BA”，创新性地把比赛“搬”出校园，搭建学
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五育”融合平
台。球赛全程进行线上直播，由孩子们担任
解说员、小记者、表演嘉宾，参与比赛策划、
组织、宣传等，让他们在一个巨大的“项目化
学习”载体中实现了综合素养的提升。

近年来，宁波成立了全市素质教育领导
小组，创建体育、文艺、美术、劳动、综合5个指
导中心，统筹全市各领域素质教育资源，先后
开发了近6000门素质拓展课程。“一校一案”
优化课后服务，“一生一艺”培养学生特长，多
元平台的搭建助力宁波市青少年在科技创
新、航空航天等国家级赛事中获奖争先。

此外，宁波还借助数字化手段赋能学生
成长，通过开发大数据平台，采集学生品德
表现、学业水平等五大维度数据，为学生建
立个性化成长档案。当前，已为全市120万
名中小学生生成数字画像，助力师生、家长
发现学生潜能，驱动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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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④

③宁海县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金桥校区
学生家庭实验室项目
展演。

④宁波南高教园
区全景。

宁波市教育局供图

①青岛市崂山区
合肥路小学迎新生。

②青岛实验小学
教师尹洪峰课间与孩子
在学校朗读亭一起赏读
老舍的文章。

青岛市教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