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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质量贯穿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全过程

午休刚过，句容市下蜀镇中心幼儿园的
孩子们就忙乎起来，户外生态园场地上，有
的孩子在画画，有的孩子在吹泡泡，还有的
孩子忙着喂兔子……

“1999年，幼儿园的课桌椅是秧田式布
局，教学方式为教师讲授、孩子听讲。而现
在，孩子们从早晨入园开始，教育就在发
生。无论是游戏、生活，还是教学活动，都渗
透了教育意图。”工作了25年的幼儿园园长
杨华俊说。这 30年，是镇江乡村幼儿教师
专业形象重塑的 30年，是乡村幼儿教育生
态重构的30年。

这所典型的乡镇中心幼儿园遵循“回归
自然”的教育理念，以“奔跑天地间”为核心
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开
发课程资源、以资源改造教育内容、系统建
构自然生活课程，演绎了幼儿园自然生活课
程回归真自然、真生活的实践样态，让人们
感受到镇江教育现代化30年来的探索实践
和取得的成绩。

回顾 30 年发展历程，镇江教育始终聚
焦“发展质量”这一核心，把质量内涵建设作
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黄科文表示，镇江始终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

早在1995年，镇江在全省率先完成“双
基”历史性任务，按照“对标苏南、总体领先”
的思路，向教育现代化迈出“三大步”。第一
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镇江以
改善办学条件为主要任务，大力推进乡镇教
育现代化；第二步，从本世纪初到“十三
五”期间，与“苏锡常宁”同步开启苏南
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重点以扩大办学
规模、提高办学水平、推进教育改革为主
要任务，实现了县域和省域教育的现代化；
第三步，进入“十四五”以来，以高质量发展
为核心任务，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
容、方法等的改革和建设，跨入了全方位教
育现代化。

市财政局副局长孙明祥亮出一组充满
说服力的数据：自“十二五”以来，全市已累
计投入约 60亿元，新建改扩建学校 153所，
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优质资源供给。

30 年砥砺奋进，镇江教育进入一个发
展环境最好、质量提升最快、百姓受益最多
的最佳历史机遇期，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水
平也从“十二五”时期的全省第六，上升到

“十三五”期间的全省第二。

把教育公平作为
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遵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教育公平作为重
要的价值遵循，守好教育公平这一底线，全
力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不断满足人
民对更好教育的期待。我市通过规划引领、
技术赋能、师资打造、加大投入等方式，切实
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

我市在省内率先出台面向 2035年的市
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两大布局优化调整规
划，完成“八校联动，三大工程”，建成省镇江
中学附属初中、市特教中心新校区等一批新
学校，改扩建了市江南学校、市第三中学等。

与此同时，有限的编制资源不断向教育
倾斜。“全市共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1.9万
名左右，占事业编制总量约三分之一。”市委
编办副主任汪涌表示，目前，我市中小学教

职工编制超出国家标准 2400 多名，还注重
区域间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考虑城市化
发展进程加快、生源数快速增长等带来的学
校编制需求，创新开展教师编制市域统筹，
分 4次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调剂事业编制
180名，专门用于保障中小学教学需求。

早在2011年，京口区成立6个小学教育
共同体，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考核共进
的格局。2013 年，实施“名校办分校”的办
学模式，发挥中山路小学等品牌学校的示
范、辐射作用，带动分校共同发展。2019
年，组建市中山路小学、市实验小学和市红
旗小学三大教育集团，在小学阶段实现集团
化办学全覆盖，以“一体发展型”“共研共训
型”“牵手协作型”等管理模式，把集团内的
每一所学校培育成良性教育要素的孵化
器。京口中学和第十中学分别加入“市外国
语学校教育集团”和“江南学校教育集团”，
尝试跨区域合作办学，形成集群发展的良好
态势。

聚焦区域特色，打造亮点工程。扬中市
在全面均衡的基础上，坚持“一校一特色”的
发展路径，打造了生态馆、国学馆、民俗文化
体验馆等各类特色场馆，共建校外综合实践
基地，编制《扬中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研学地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
打造“双减”背景下的“实学课堂”，33个核
心团队分学科开展区域教研，率先发布线上
作业监管平台，实现“实学”样态的“控作业
总量、提作业质量”，招募课后服务志愿者并
建立资源库，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目前，全市四星高中占比 80%以上，普
惠园、优质园覆盖率 90%以上。建成“非常
云课堂”全学段全学科开展网络助学活动，
中小学智慧校园建成率 100%，创成省智慧
校园示范校20所，占比居全省第一，全市教
育信息化发展综合指数列全省第二。特殊
教育实现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建设乡镇（街
道）全覆盖。2021 年全国公共教育服务质
量监测，我市位列全国第二。

以改革加速度提升
教育现代化的“满意度”

市中山路小学是“全国文明校园”“江苏
省模范学校”“江苏省双减示范创建校”。学
校以“打造精品、争创一流”为目标，形成了
羽毛球、击剑、跆拳道等特色教育课程，现为
省羽毛球训练基地、市击剑队训练基地。近
年来，学校基于“双减”背景下的儿童适性发
展，构建了常规课程、特色课程、兴趣课程 3

大类共 114 个课后服务主题课程，实现了
“双减”时代校园可持续发展生态的新构建。

“我们努力拓展学习边界，让学习场景
不止于教室，教育资源不止于书本。”市中山
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陶静介绍，学校整
合学校周边场馆资源，打开校内学习与校外
场馆学习的衔接通道。“把学校打开，校园、
家园、社区都是学习和发展的空间，课堂与
场域按需延展，在大时空内让孩子们的学习
生活丰富多彩。”此外，学校还按照学生需求
对课后服务课程进行全面升级，以激励的方
式描摹儿童成长。

2021年，我市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双
减”省级试点城市，目前有 17 个案例在全
国、全省范围内推广，学生、教师、学校三个
发展性评价改革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特色样
本重点打造。

作为国家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地区
和发展实验区，我市学前教育改革取得的成
果堪称“样本”，形成了以政府举办为主、幼
儿入园以公益普惠为主、办园质量以省优质
园为主、经费投入以公共财政为主、教师队
伍以公办教师为主的“五为主”发展模式。
同时，该市各级各类教育都在时代潮流中积
极推进改革，以改革加速度提升教育现代化
的“满意度”。

丹阳市强力推进两轮“县管校聘”管理
改革，彻底打破绩效分配“大锅饭”、岗位设
置“排排坐”等弊端，以硬性规定和激励政策
共引导1000余名骨干教师从城区学校向农
村学校流动，激活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一池春水”。以城区优质品牌学校领衔，组
建覆盖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的12个教育
集团，以“资源共享、帮扶共建、质量共优、特
色共显”为目标，组织“共研共培”活动
2000余次，参与教师 8万余人次，有力促进
了区域义务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30 年来，镇江教育始终致力于推动改
革创新，以改革创新激发教育现代化的活力
和动能。以改革解决教育现代化重大难题，
以改革回应社会群众教育关切。“改革创新”
取得了“三个突破”：执行性改革从点到面的
突破，条件性改革从单一到多样的突破，政
策性改革从补短板到创品牌的突破。

“当前，镇江教育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黄科文说，“我们努
力以全方位教育现代化作为主要目标，宏观
上要实现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教育效益的
更协调发展，微观上要追求教育水平、教育
效果、教育内涵的更优质发展，办人民更加
满意的教育。”

本报特约记者 唐守伦
本报记者 祁山洪

各项重要监测
指标、各个学段育
人质量均位居全省
前列，义务教育学
业水平质量监测水
平全省领先，高质
量考核教育类指标
全省第一，群众教
育满意度全省第二
……

省教育厅曾用
“3个前所未有”评
价镇江教育——资
源建设力度前所未
有、教育改革深度
前所未有、质量提
升幅度前所未有。

11 月 14 日，
“江苏教育现代化
30周年”融媒体宣
传活动走进镇江。
过去30年，镇江按
照“对标苏南、总体
领先”的思路，扎实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取得丰硕成果，
书写了江苏教育现
代 化 的“ 镇 江 答
卷”。

市中山路小学学生练习武术

市中山路小学学生操作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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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唱大风
——我市书写江苏教育现代化“镇江答卷”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