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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一体化

探索一校多区管理模式
加大薄弱学校扶持力度

《报告》也意识到本市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区
市部分城镇中小学仍然存在大班额
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乡
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办学水平仍存在
明显差距等。对此，本市将深入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力
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任务。
为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一体化建设，本市将调整完善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规划，按照“多规合
一”要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城乡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做好衔接。实行
教育用地联审联批制度，建立健全
中小学校建设前期审批程序绿色通
道。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
设，“十三五”期间，新建、改扩建
400所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实施城
乡高水平现代化学校一体化建设也
将进一步推进，各区(市)在有条件
的城镇中小学和农村中小学将深入
推进小班化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在推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一体

化发展方面，本市将完善乡村小规
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方法，实行
“捆绑评价”，将乡村小学和教学点
纳入对乡村中心学校考核。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学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
革，探索一校多区管理模式，通过名
校办分校、学区化办学、集团化办
学、委托管理、公办民办合作等方
式，加大对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的
扶持力度。统筹实施城镇优质中小
学跨区(市)合作办学。安排城区优
质中小学校精准扶贫结对帮扶100
所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在全市中
小学建设“同步课堂”等现代化教育
教学设施，支持农村薄弱学校教育
信息化建设。

■解决大班额问题

限制班额超标学校招生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教育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一体化
投入、推进城乡教师队伍一体化配
置、健全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也
将作为重点工作。而在切实解决城
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方面，本市将
统筹考虑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户
籍管理等因素，制定落实2018年～
2020年大班额防控规划，加大城乡
居住区配套学校建设，留足教育用
地，建立健全教师资源动态调整机
制，满足教学需要，构建起大班额防
控长效机制，确保不出现新的大班
额现象。
加大对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的

扶持力度，限制班额超标学校招生
人数，合理分流学生。加快发展民办
教育，积极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利用社会资本
投资教育，扩大教育资源总量，构建
多元化办学格局。完善随迁子女入
学政策，坚持以居住地公办学校为
主安排随迁子女就学。完善控辍保
学和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还将
致力于改革城乡义务教育治理体
系，深化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等。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近日，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
议了市政府关于本市义务教育段教育
资源配置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截止到
2018年7月，全市义务教育段共有中小
学963所，在校学生80 . 55万人。十三五
期间新建、改扩建400所义务教育中小
学。下一步将深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
市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任务。

均衡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报告指出，近年来全市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本市先后被确定为全国普通中小

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特殊教育改
革、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创新、教育装备
综合改革、教育执法体制改革、教育管
办评分离改革、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
验区和首批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
管理改革示范区，及山东省唯一教育综
合改革试验区。到2015年底，10个区市
均通过国家“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督导认定。2014年～ 2015年，全
市义务教育校际均衡程度在全国15个
副省级城市均排名第一。2016年，全市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满意度位居全
国19个重点大城市第一。

骨干教师轮岗达32.3%

一直以来，本市坚持深化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盘活教育存量。
在推进学校办学模式改革，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方面，全面推广名校办分
校、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高校或科研
院校辐射中小学、学区制管理等办学模
式改革，采取名校十新校、强校十弱校、
城区学校十农村学校、中小学+高校、民
办学校+公办学校等合作形式，全市
80%以上中小学参与办学模式改革，参
与市教育局组织的跨区域合作办学学
校扩大到85所，其中，城区30所中小学
与平度、莱西30所农村中小学进行跨区
域合作办学，实现校际间优质课程、教
师资源和管理模式共享。
还积极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保障师资优化配置。2015年～ 2017年，
采用中小学教师聘用制等方式每年补
充教师3000余人。2016年～ 2017年，为
农村区市补充2016名音体美等紧缺学
科教师。局属学校实行公开招聘教师面
试前置，并向区市学校延伸。全面推进
校长职级制改革，建立校长职级管理、
交流轮岗、薪酬激励、绩效考核等16项
配套制度。印发实施《关于推进区市域
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工作的
指导意见》，明确校长、教师在同一学校
连续任职满6年符合交流条件，交流比
例每年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人数的10%，
骨干教师比例不低于交流教师总数的
20%。2017年，各区市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比例分别达32%、21.1%，骨干教师比例达
32 .3%。遴选第三期青岛名师培养人选
239名。建设两批名师工作室74个，名校

长工作室50个。

所有学校设立自主选课日

本市积极推进课程及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促进资源公平共享。印发实施
《青岛市推进普通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
化建设实施方案》，修订15个学科的《德
育实施指导纲要》，建立400处未成年人
“社会课堂”。印发实施《关于深化中小
学课程改革的意见》，支持学校设立自
主选课学习日、积极探索长短课、大小
课、跨年级选课，建立丰富多彩的“学校
课程超市”，100%的学校设立自主选课
日。印发实施全面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美
育工作、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提
出到2020年，100%的中小学开齐开足
体育、美育课程，配齐配足音体美等学
科教师，所有学生参与校内体育、艺术
课程和活动的发展目标。建立302所足
球特色学校，其中国家级131所。推进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中考招生改革方
案。优质普通高中指标生招生比例达到
65%。全市100%的公办小学、98%的公
办初中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坚持符合入
学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办
学校全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
比达到25%。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满足多样

化教育需求。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改
革。在全国率先出台地方版的“学校法”
《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同时，城
镇中小学“大班额”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全市中小学起始年级不超过省定班额
(小学45人、中学50人)的班级数达到
100%；其他年级达到87%，其中，市北
区达到100%。

投巨资改造农村薄弱中小学

2008年～ 2015年，市级财政投入
近3亿元支持两区三市改造700余所农
村薄弱中小学。2016年～ 2017年，市级
财政支持两区三市每年改造100所农村
薄弱学校，打造“全面改薄”升级版。到
2017年底，除即墨区外，其他区市基本
实现农村学校塑胶运动场地全覆盖。到
2016年底，全市97 .8%的中小学达到市
定现代化学校标准。
本市还健全完善监督保障机制，确

保优先发展。定期调整标准，完善经费
保障机制。小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由每生每年700元、900元提高到900
元、1100元(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不低于初中的10倍)，对普通义务教育学
校学生规模不足300人的学校，按300人核
定公用经费；首次对于义务教育寄宿制学
校按照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
助，提高农村地区校舍安全保障机制标准。
每年为全市120万学生购买校方责任保险
及附加无过失责任险。
实施关爱工程，完善教师待遇保障

机制；坚持智慧互联，全面推进教育信
息化，95%的学校建成智慧校园，构建
覆盖全市746所学校的同步课堂教室；
强化问责追责，完善监测监督机制。

教育均衡发展，岛城定目标
2020年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深化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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