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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篇台州篇看看 教育教育

温岭
教育质量提升的秘诀
□本报记者 汪 恒

去年年底，我省开展了第三次全省中小学教育

质量综合评价监测。这次监测情况的反馈结果让

温岭教育人笑逐颜开。

监测评价的对象是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其

中，该市四年级学生的学业达标率为100%，八年

级为99.65%，均位列全省第一；所有监测科目的优

秀率均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教育健康指数的

25项指标中，无一指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甚至还

有多项位列全省前5名。

相比两年前，这次温岭在多项指标和数值上有了

显著进步。例如：2014年，四年级学生的学业优秀率

仅为46%，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3个百分点，而去年

则一跃达到8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

指标提升背后的秘诀是什么？温岭市教育局

局长周志云将其归结为坚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课

程改革。

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上，温岭

提出了“三自三导”的理念。“三自”，指学生方面的

自发学习、自主探究和自我巩固；“三导”，指教师方

面的指导学法、引导探索和辅导构建。以此为纲，

温岭市教育局专门成立了教学改革项目领导小组，

分批对教学改革先行学校进行详细调研，总结各校

改革中的典型经验，并加以理论凝练和提升，供其

他学校参考借鉴，同时鼓励学校在改革中活用、整

合甚至超越，促成特色化发展。

有了整体的规划和设计，温岭市中小学校“各

显神通”，如横湖小学的“解放行动”、九龙学校的

“汉堡课程”、岩下小学的“触摸教育”、市四中的“嘉

年华系列活动”等。

为保障课改的方向正确和持续推进，温岭市教

育局还出台了各类评价指南和标准。小到《有效课

堂基本标准》《“智慧教学”指南》等，积极引导教师

关注教学质量，大到《中小学教育质量阳光评价指

标体系》《教学质量绿色评价奖励方案》等，督促学

校育人重视学生综合发展。

“课程改革大大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学生在校学习不再觉得是苦差，所以在全省教育质

量监测中，‘幸福感’与‘满意度’这两项指标都比较

高。”温岭市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说。

今年，温岭还将继续打造更多的课程改革特色

项目，进一步提高选修课质量，建设80个校内外素

质拓展活动基地。

玉环
“县管校聘”走稳第一步

□本报记者 汪 恒

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试

点地区之一，今年7月，玉环市开始了教师队伍首

次多轮竞聘。

首轮校内竞聘后，全市3500余名教师中有

160人参加了第二轮的市域内竞聘。除部分教师

是因为首轮落聘，其中大半是主动提出要参加跨校

竞聘。环山小学是玉环当地师资最好的学校之一，

这一次通过“县管校聘”的多轮竞聘，有8人次进

出。校长林艳说：“教师岗位不再是‘铁饭碗’。‘县

管校聘’第一年，大家都有所触动，整体工作面貌更

好了。”

推行“县管校聘”，主要目的之一是实施编制的

动态调整，解决结构性超编和缺编的问题。实际

上，前几年玉环就已经开始尝试进行教师编制的结

构性调整。玉环市教育局副局长薛林峰告诉记者，

此前由于生源变化，玉环呈现出初中教师多、小学

教师不足的现象，部分初中还因超编而多年无法顺

利招聘新教师。

针对结构性失衡，玉环以教师绩效考核等为参

考，动员部分初中教师转岗为小学教师。经过几年

协调，当地小学教师缺编比例从2013年的7%下降

至2015年的2%，在不做加法的情况下，尽可能盘

活了已有教师的存量。当地的初中教师队伍因此

流动起来，整体教学质量出现了明显提升。

有了之前的经验，玉环此次“县管校聘”改革的

准备工作更加细致。

去年11月，教育行政部门积极与人事、编办等

部门沟通，还把探索“县管校聘”改革写进了当地的

政府工作报告，成为2017年一项重点工作。今年

年初，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生师比、班师比等

核定了编制总量和所需各类岗位数。考虑到各种

可能出现的情形，教育局对师资薄弱学校的教师流

出设置了“保护性门槛”，以避免教师区域内流动加

剧教育资源不均衡。对于未超编学校聘用本校原

有教师的比例，也不做硬性的“一刀切”，而是允许

学校在规定范围内依据自身情况调控。

学校是“县管校聘”最终的落脚点。林艳说，校

内竞聘综合了师德师风、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等多

方面的评价，而且参与评价的主体更加多元，以确

保结果公正，“新机制让平时工作态度不端正的教

师有了危机感，岗位和人之间的匹配度更高。有进

有出，增加了这支队伍的活力”。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是习总书记强调的“八个

更”的第一位，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省党代会提出“两

个高水平”目标，市党代会提出“完成三大历

史任务”、实施“科技新长征”战略，要求补齐

教育短板，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近年来，台

州提高政治站位，围绕教育现代化总目标，坚

持问题导向，大投入补短板，强改革激活力，

教育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一、问题导向补短板
盘家底查问题。省长袁家军在省政府全

会上提出“重中之重、短中之短、弱中之弱”三

大问题，教育的确是问题中的问题。“十一五”

期末，台州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居全省末位，生

均占地、校舍、运动场馆面积及生均经费、图

书册数、仪器设备值等都居全省后列。在前

三批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名单中，台州仅有1

个；全省首批“基础教育重点县”11个，台州占

了3个；全省义务教育薄弱学校678所，台州

占了170所。

破难题补短板。以问题为导向，积极谋

划破解办法。市委市政府3年内相继召开全

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台州历史上首个全市

教育大会、全市教育现代化创建现场会，全面

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各县（市、区）加快发

展教育事业，天台率先创成省教育基本现代

化县，创出“小县大教育”“穷县富教育”典型，

玉环教育质量赶超发展成效显著，首批“基础

教育重点县”临海、温岭、仙居两年内实现摘

帽，两个二批“基础教育重点县”提前谋划，黄

岩拟投入28.63亿元、三门拟投入18亿元补

上短板。全市教育系统开展“项目落地年”活

动，强谋划、强督查，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谋

划了近300亿元的教育建设项目，其中5000

万元以上的大项目达到122个。

抬底部显成效。经过努力，台州教育的

底部明显抬升。2016年全市人均教育投入首

次从全省末位进到第9位，增长21.06%，增幅

居全省第一；全市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占比

达94.19%，较2013年年底提高了60.79个百

分点，近两年增幅居全省第二；全面完成了

291所无证幼儿园整治，等级幼儿园比例、普

惠性幼儿园比例、幼儿教师持证率分别达

94.13%、88.37%、86.52%，较“十一五”期末分

别提高28.7、75、82.9个百分点。

二、深化改革激活力
改革是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战略的根本

动力，也是必由之路。台州坚持用改革的办

法解决发展问题。

完成市区普通高中一体化改革。1994年

撤地建市以来，台州一直没有实现“市管高

中”。体制问题严重制约着台州教育发展，市

区教育无法形成高地，真所谓“高原海拔不

高，高峰数量不足”。2016年，市委市政府作

出决策，正式实施市区普通高中一体化管

理。着手研究并出台市区普通高中发展与提

高“28条意见”，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工作机制，

强化政策、队伍、投入保障，启动市区高中校

网调整。完成机关内部机构改革，构建“重抓

市区、指导全市”“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服务格

局。开启市区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市区教育

生态向好，改革成果超过预期。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进普通

高中、义务教育、中职教育三大课程改革，第

一时间部署落实新高考改革。2016年，台州

率先推出了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放管服”、

管办评分离、校长职级制、教师“县管校聘”等

改革举措。今年，市区普通高中的校长职级

制、教师“市管校聘”改革正式实施，路桥、玉

环、天台开展了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率先

在地市级层面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与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联手开

展“台州市区教育首位度监测”，建立“督政、

督学、督教”三位一体模式，努力创出质量监

测的“台州样本”。

探索办学模式改革。与北京师范大学合

作举办北师大台州附属高级中学，黄岩区与

北师大合作举办北师大台州实验学校，椒江

区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办学；推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台州学院联合举办飞行

学院；与南方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台州研究

院。两年间，台州市区先后引入北大、北师

大、北航、南科大、华师大、浙江师范大学多个

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等优质教育资源。

三、立德树人正方向
台州认真贯彻习总书记要求和全省中小

学育人工作座谈会精神，把握正确育人方向，

弘扬先进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立德树人工作。

突出核心教育。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推动核

心价值观进学校、进课程、入脑入心；认真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给我市大陈岛垦荒队员后代

回信精神，在全系统开展弘扬“大陈垦荒精

神”、争做“三有三热爱好少年”活动。及时召

开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加强时政教育、

爱国主义读书教育，坚守阵地、占领高地，抵

御和防范宗教等向校园渗透，开展“校园欺

凌、侵害体罚学生”等专项治理，深化“德育导

师制”，开展中小学德育工作示范校、名班主

任、“十佳”辅导员评选，举办班主任和德育导

师基本功大赛。

重视文化熏陶。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深入实施校园文化工程，推进制度文化、理念

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建设，全面弘扬台

州书院文化，积极培育学校文化个性，召开校

园文化建设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42个校园

文化建设成果。以“人人有项目、班班有活

动、校校有特色”为目标推动地方文化进校

园，设立200万元专项经费，开展非遗传承人

师资培训，聘请民间艺人参与教学，开发地方

教材，3册《台州地方艺术》正式出版、使用，

《生活生存生命教育》《大陈垦荒精神》《台州

和合文化》教材启动编写。积极搭建师生才

华展示大舞台，在电视台开播《唐诗来了》栏

目，成立教师合唱团、少年合唱团，推广校园

合唱，举办首届台州市教育系统美术书法作

品展，开展艺术节、经典诵读、诗词大会、汉字

听写、创意写作和艺术特色学校创建等一系

列活动。

强化家庭教育。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强调

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精神，强化

家庭教育，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了台州市家庭教

育研究会，召开“做好家长、树好家风、传好家

训、建好家庭”现场推进会，开展“万名亲子督

陋习”“万名教师进万家”行动，开设“和合家

教”大讲堂，大力推进学校家庭共建共育。

狠抓体育健康。深入实施百万学生素质

提升工程，制定实施中小学体质健康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中小学体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开展学生体质

健康抽测，抽测结果向社会公布。开展体育

特色学校创建活动，推广地方特色体育项目，

开展田径运动会，健美操、啦啦操等大型体育

比赛活动，开展校园足球、篮球、藤球等球类

活动。在全国篮球联赛中获高中冠军、初中

亚军，在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高中组团

体总分第一名，在省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赛中

获小学男子甲组第一名、高中男子第二名。

四、从严治教铸铁军
面对新起点、新阶段、新目标，提出新要

求。按照“绝对忠诚、干事担当、干净自律、充

满活力”总要求，努力建设一支能担当台州教

育改革发展大任的教育铁军。

落实从严治教。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责任制，开展“讲政治

守规矩”专题教育，推进中小学党建工作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让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

坚强阵地。严肃查处群众关注度高、师生和

家长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治“庸、懒、

散、赌”，治“违规带生、有偿家教、违规补课”，

治“侵害体罚学生”等专项整治，出台被称作

我市史上最严的“禁补令”。推进依法治教，

完成公办中小学学校章程建设，落实阳光招

生、阳光人事、阳光食堂、阳光采购。强化招

生政策，严格学籍管理，开展乱招生等专项治

理，努力打造“山清水秀、风清气正”的教育绿

水青山。

提升队伍精气神。贯彻习总书记“四有”

“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要求，开展师德

师风专题教育、“责任担当”大学习大讨论，引

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开展

“最美教师、最美班主任、最美校长”评选，树

好典型榜样。深化“实绩论英雄”活动，强化

对县（市、区）教育业绩考核，实行市县两级双

向督评制度。建立健全以业绩为导向的薪

酬、奖金分配机制，让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

不一样。开展读书会、学习会、文化沙龙等，

切实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全系统拉高

标杆、争先进位，连续两年获市委市政府考核

优秀、市“实绩论英雄”先进集体，获省教育厅

考核单项优秀，极大提升了精气神。

培育高层次人才。狠抓校长、班主任和

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实施名师名校长工程，加

大中高端培训、出国培训力度，开设教育行政

干部、中小学骨干校长、中学校长后备干部高

级研修班，组织市区高中所有校级领导培

训。开设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支持杰出人才

“开馆授徒”。开展“名班主任”工程建设，强

化班主任队伍的“主力军”作用。着手研究制

定台州高层次教育人才新政“新八条”，加快

引进特殊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初步建成一支

高层次教育人才队伍，入选国家“万人计划”3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4人，首批正高级

教师14人，省功勋教师5人，省特级教师78

人，市“500精英计划”创新人才7人，市高层

次人才奖励年金享受对象37人，市名师526

人、名校长48人。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我们将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担

当精神、裂变赶超的战略思维，讲政治、强纪

律、改作风，努力推动台州教育跻身全省第

二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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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大力发展特色体育，
成绩斐然。今年5月，临海回浦中学在2016—2017赛
季中国男子篮球联赛中问鼎全国冠军。图为回浦中学
篮球健儿赛场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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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比例

普惠性幼儿园比例

等级幼儿园比例

幼儿教师持证合格率

省特色示范普通高中数

台州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变化

2014
2016

2014

2014

2014

2014

2016

2016

2016

2016

94.19%
60.4%

88.37%
71%

94.13%

32所
11所

85.8%

86.52%
58%

2016 年 12 月 13 日，
台州市召开全市教育大会，
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教
育事业发展重点任务，加快
推进台州教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