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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实验”探路农村教育改革

1987年 8月，原浙江省教委

决定，在时辖9个乡镇、约14万人

口的绍兴柯桥区组建农村区域教

育改革实验区，启动连续8年两

轮的“柯桥实验”。彼时，“柯桥

实验”以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

育观念为先导，以使农村教育适

应、服务、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

设为方向，以建立义务教育阶段

素质指标体系及其评估方法为手

段，以课程教材改革为核心，以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条件，以建

立学校与社会双向参与管理体制

为运行机制，以建立一支具有一

定科研能力和较高教育教学业务

质量的教师管理队伍为根本，取

得了丰硕成果。“柯桥实验”克服

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

以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的典

型经验和模式为目的，为全省农

村提供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系列

化经验。

方兴未艾的高中新课改

自2006年秋季开学起，浙江

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全面进入新

课程实验。这一轮新课程改革强

调“关注学生发展，尊重学生个性；

师生平等互助，学生自主学习；教

学有效，优质高效；方法多样，激发

兴趣”。由此，高中学生的体育、艺

术、技术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得到保证，各校还着手鼓励学生自

主选课，探索建立学分管理制度。

2012年，我省推出《浙江省深

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以及浙

江省普通高中必修课程调整意见、

选修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知识拓

展类选修课程实施方案等9个配

套文件，要求各地按照“调结构、减

总量、优方法、改评价、创条件”的

总体思路，转变育人模式，把更多

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更多课程开

发权交给教师，更多课程设置权交

给学校，促进高中多样化、特色化

发展，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有个

性地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基础教育始终走在追求优质公平、内涵提升的道路上。从1997年通过国家“两基”总验收到2014年成为全国第
一个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的省份，浙江一直致力于解决孩子“有书读”“读好书”问题；从2005年推出扶持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四项工程”到
2013年着力解决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难题，浙江始终重视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从1987年启动连续八年的“柯桥
实验”到2015年深化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浙江力求实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浙江基础教育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推进教育公平：
同在一片蓝天下

【回溯40年的发展历程，我省合理配置各种教育资

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向农村、边远、贫困等基

础教育薄弱地区倾斜，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

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等。让所有孩子

同在一片蓝天下，这是浙江发展基础教育的初心。】

●成就——
借助“四项工程”，全省共规划建设2706个食宿工

程项目，总投资22.7亿元；有49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享受费用减免；有5713所学校的30万名学生免费享受
爱心营养餐；有近14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参加了培训
考试。

我省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由2011
年的120.91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147.52万人，其中在
公办学校就读人数由89.72万人上升到106.53万人，在
初中学校就读人数由22.03万人上升到31.36万人。

“教育券”制度引全国关注

2000年前后，浙江虽已基本完成了高标准“普九”，

但教育资源仍然相对匮乏。为促进城乡、普职、公民办

学校之间的教育公平，确保政府投入能有效落实到贫困

地区的贫困学生身上，2001年，湖州市长兴县率先推出

了一项“教育券”改革，规定凡就读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

校的新生分别可以获得500元、300元的“教育券”。实

施“教育券”制度后，长兴县普职教育获得协调发展，民

办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还增强了外来资金投资教育

的吸引力，建立了扶贫助学的长效机制。2002年起，

“教育券”制度向全省推广，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四项工程”实打实送温暖

2005年7月，我省启动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

程”“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教师素

质提升工程”（简称“四项工程”）。通过“四项工程”的实

施，有效改善了全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师生

的教学、生活条件，保障了广大农村孩子“念上书、念好

书”的权利。到2007年年底，食宿改造工程实现了

100%开工、95.5%竣工，竣工面积达282万平方米。农

村中小学助学扩面和爱心营养餐工程惠及面占农村中

小学生比重达14%和7%，受益学生分别达到了74万人

和38万人。

破解随迁子女入学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省籍和农村人员进城务工，

在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产

生了随迁子女就地接受教育的问题。

2012年年底，我省出台意见，就随迁子女“初升高”

和“异地高考”等问题回应社会关切。秉持“以流入地政

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省教育厅连续多年把

解决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列为年度重点工作。我省还设

立了随迁子女教育专项资金，要求各级政府将随迁子女

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筹考虑，用于支持接纳随迁子

女就学较多的地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在成功试点积分入学政策的基础上，杭州市滨江

区、宁波市北仑区等地从2017年秋季开学起，对随迁

子女实施积分入学政策，规定已落户的随迁子女享受

当地户籍同等待遇，可就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就读。

出台首部义务教育地方法规

早在1981年6月，省政府就在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采

取切实措施，充实和加强小学，抓

紧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1985

年，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

《浙江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条

例》，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第一部九年制义务教育地

方法规，首次把义务教育的年限从

小学提高到初中；明确了让儿童接

受义务教育是政府、社会和家庭不

可推卸的共同责任，使农村孩子受

教育权得到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

护。这也为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前三年通过“两基”验收

2000年1月1日，中国向全世

界庄严宣布，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的战略目标。而完成这一任务，

浙江提前了3年。为实现这一目

标，省委、省政府积极拓宽筹资渠

道，建立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机

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

年底，浙江第一批通过原国家教委

“两基”总验收，成为全国第三个通

过验收的省份。这标志着浙江农村

基础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标志着浙江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制

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

性任务。2004年，我省从学前三年

到高中段教育的普及率均在85％

以上，成为全国各省区市中第一个

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的省份，实现

了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

“名校集团化”给出新思路

20世纪90年代，浙江各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大量新建小区和居民集聚，形

成新城区。由于一批口碑较好的名

校仍处于老城区内，使得两者的供

求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上好学

难”的问题，使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学

龄儿童，杭州市教育局率先尝试“名

校集团化办学”。2002年10月，全

国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

求是教育集团成立，以连锁式办学

的模式，成立了求是小学竞舟路校

区和求是小学星洲校区。把新校

交给名校办，跑出了新校优质成长

的杭州速度，缩短了新校的成长周

期，成效显著。2004年9月，杭州

市正式提出“名校集团化”战略，并

拓展出“名校+新校”“名校+民校”

“名校+弱校”“名校+民企”“名

校+农校”等多种集团化办学类

型。随后，这一模式在全省迅速推

广开来。

教育现代化成新引擎

1998年，我省启动教育强县创

建工作。2011年，又明确提出要在

全国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成为浙江发展教育的新引擎。

2012年，我省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

县（市、区）督导评估工作，并把“优

先发展、育人为本、促进公平、提高质

量、改革创新”作为督导评估标准。

为引导各地做好教育现代化

创建工作，持续监测、动态掌握各

地实施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我省

制定了教育现代化县评估操作标

准以及发展水平监测指标，以有效

督促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变管

理思维为治理思维。

如今，7年过去了。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58个县（市、区）创建成为

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占县（市、区）

总数的65.2%。距离到2020年，全

省85%以上的县（市、区）达到教育

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也已经不远了。

今后一段时间，我省还将继续

实施“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

的战略路径，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全过程、全方位的深度融合，

以信息技术推进教育公平和创新，

通过“一网二库三平台四体系”建

设，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

实现教育均衡：从“有书读”到“读好书”

【回溯40年的发展历程，

浙江基础教育积极参与或实

施了“普九”“两基”“教育强

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教育现代化县（市、区）”“基

础教育重点县”等一系列评估

验收，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倒

逼各地各校破局求变、攻坚克

难，使得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

广泛覆盖到更多地区。】

●成就——
1989 年，浙江省所有县

（市、区）都实现了基本普及初
等教育的目标。

1997 年，浙江成为全国
第三个通过国家“两基”总验
收的省份。

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第
一个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
高中段十五年教育的省份，普
及率超过95%。

2014年，浙江省遴选11
个基础教育最为薄弱的重点
县加强指导和督促，计划3年
投入48亿元。

2015 年 ，浙江 90 个县
（市、区）分批通过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国家评
估认定，成为最早实现所辖县
（市、区）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5个
省级单位之一。

截至2018年5月，我省义
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分别为
99.99%和100%；全省学前三年
到高中段的十五年教育普及
率为98.71%；全省共创建义务
教育标准化学校 4676 所，义
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达标率为
93.78%。

提升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浙江省平阳中学学生在上“壁挂编织”选修课。

2002年，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宣告成立。图为成立仪式现场。

地处山区的浦江县礼张小学学生
在有序分发爱心营养餐。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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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教育

【回溯 40 年的发展历程，浙

江基础教育在实现量的扩张的同

时，始终注重内涵的提升。借助

课程改革，把基础教育的重心从

关注分数、成绩转向关注素质、成

长，办适合学生的教育，推动德智

体美劳各方面的发展，让学生成

长为最好的自己。浙江基础教育

用行动回答了什么是人民满意教

育的内核要义。】

●成就——
2013年起，浙江启动普通高

中特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分别
有99所、234所普通高中成为省
一级、省二级特色示范学校。

调查显示，深化普通高中课
改以来，有98.4％的学生认为自
己的选考科目是根据自己的兴
趣，并和家长商量以后确定的。
此外，学校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在
普通高中也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
展态势。

截至2016年3月，全省各地
涌现出148个深化义务教育课改
先行学校典型经验。

截至2018年5月，我省共有
286所初中学校开展了基础性课
程分层走班教学试点。

义务教育课改深入进行。图
为2017年9月，全省初中基础性课
程分层走班教学改革现场会在绍
兴市柯桥区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