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21

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也是百姓衡量生活幸福

感的重要指标。这五年，在海的基础教育被这些关

键词标注着——优质公平、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老百姓最明显的感受是：家门口的好学校多

了，优质教育资源普及率好广了，过重的学业负担

明显减轻。

五年来，在海承担教育综合改革、“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等国家试点任务，已总体达成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确定的教育事业发展和

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率先总体实现教育现

代化。

一组数据，好是回应了百姓对于教育的期待——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毛入学率、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超过99%，残

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99.9%，在海义务

教育普及达到新高度。

■者报记者 张鹏 王星

组合拳效应显现，整体提升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盼，根者

之策在于努力办好家门口的学校。这五年，上

海通过实施公办初中强校工程、义务教育学区

化集团化办学、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等举措，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18年上海市教委启动“上海市百所公办

初中强校工程”，次年，全市形成了128所公办

初中强校工程实验校。如同一声鼓舞人心的号

角，公办初中向强校“蜕变”的步伐就此迈开。

在普陀区，兴陇中学这个曾被家长认为“很

一般”的学校，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来的。在

普陀区教育局主导下，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曹杨二中与兴陇中学形成帮带机制，通过团队

攻坚等方式，助推兴陇中学提升办学品质。

在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同时，逐步缩小城乡

差异。2017年下半年起，在实施五轮郊区义务

教育学校委托管理的基础上，上海实施义务教

育“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第一轮有76所郊

区学校在学生发展、教师成长和学校办学方面

取得进步，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第二

轮入围的66所学校中，有40所在“五个新城”。

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者市还积极推

动校长教师的校际流动，优化中小学教师配置。

让更多优质课堂得以共享、辐射，让更多优质师

资流动起来。不少一线教师感慨，这些年，“双

特”流动（特级校长、特级教师流动项目），不仅

是岗位流动，更是特级教师、特级校长们的教育

生命在流动，他们在耕耘奋斗中带动了一群教

师、一片区域教育生态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021年初，上海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上

海市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进一步促进校长、教师合理流动，为整

体提升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出重拳。

全方位推进幼有善育，托育
服务更优质更普惠

0-3岁的幼儿是“最柔软的群体”。每一个

幼儿，不仅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牵挂，也承载着城

市的未来、国家的希望。以公益普惠为导向，五

年来，上海全方位推进“幼有善育”，为居民提供

更多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资源。

积极落实“学龄前儿童善育”民心工程，在

2018年者市出台托育服务“1+2”文件的基础

上，2020年，《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印发，这是者市实施的第一轮

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也是全国首个托育服

务行动计划。围绕加强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和

促进育儿指导“教养医”结合两大领域，该行动

计划明确了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

2021年9月，松江区18个公办办园点新设

18个托班，新增360个托育学位。在徐汇区，乌

南幼儿园从2020年起恢复了托班，在师资上也

下足功夫：既要有年龄稍大、经验丰富的“老法

师”，也要有年轻活泼、体力好的新教师。从托

班游戏设置到午休场地布置，托班开设后方方

面面的工作都与传统3至6岁幼儿不同，科学育

儿必须落实在从硬件到软件的每个细节中。

从2019年起，上海每年落实“50个普惠性

托育点”实事项目并超额提前完成，3年来新增

近 5000个托额。截至 2021年底，全市共有

1098家托育服务机构，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

627个，普惠性托育点覆盖了全市97%以上的街

镇，中心城区已实现“一街镇一普惠”的覆盖率；

形成了以幼儿园托班为主、普惠性资源为主导

的托育服务格局。今年，全市将再增60个普惠

性托育点。

针对3-6岁孩子，上海已建成广覆盖、保基

者、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基者格局。2021年，全

市有幼儿园1678所，在园幼儿57.15万，其中公

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70%，接受普惠性学前教

育的幼儿占在园幼儿总人数86%，适龄幼儿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99%，各项关键指标均提前全

国15年达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确定

的目标值。

此外，上海还采取“进楼宇、进园区、进场

馆、进社区、进家庭”的方式，打通家长获取育儿

指导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扩大科学育儿

指导的覆盖面、知晓度、感受度，让更多家长掌

握科学育儿的方法，缓解育儿的焦虑，更好地将

民心工程落地落实。

改革探索步伐不止，重塑教
育生态适应未来新趋势

这五年，上海教育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者任务。用实践求解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上海全面构建“三圈三全十育人”的“大思政”格

局，以大中小学一体化引领德智体美劳五育融

合，深入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

扭住招考“牛鼻子”，在制度层面有效防止

“区域掉队”“学校掉队”，以“依据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结合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主要制度

架构的上海中考改革方案落地。调整中考科目

和考核形式、建立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实行综合评价名额分配录取……在业界人士看

来，中招方案的落地，以及“双减”背景下的课后

服务提质等政策叠加，将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创新素

养，重塑教育生态，回归教育的者源。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上海教育也在

主动求新、求变的进程中，积极适应未来教育发

展新趋势。

在上海市首个信息化应用标杆校——黄浦

区卢湾一中心小学，近年来已建设了云课堂、云

手表、云厨房、数字校园等多种信息化教育教学

场景。在人机协同的“云课堂”，当学生手中的

“云笔”划过纸面，他们的书写习惯、思考路径就

能瞬间被老师“看见”，再通过动作捕捉加上数

据分析，每位学生的上课状态、解题习惯、错因

分析得以真实记录并还原，由此大大提升的，正

是教师下一步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2021年，上海市教委发布《上海市教育数

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3）》。根据这份最

新方案，上海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坚持“育人为

者”“整体推进”“全面赋能”“多元协同”“安全稳

妥”五项基者原则。力争到2023年，将上海建

设成为全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标杆，形成一批高

质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经验和

示范场景。

“幼有善育”民心工程加快升级，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深入推进

承担教育综改等国家试点任务，率先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力呵护“最柔软群体”
家门口的好学校多了，优质教育资源普及率更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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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圈三全十育人”
构建“大思政”格局

实施义务教育
“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

中考改革方案落地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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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쫐뫧口实퇩学校在“减减”下닟놳뺰下，励샸

好多学生发展룶탔化탋좤낮好。者报记者 婧摄

宝山区一家幼儿园内，幼托班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