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11月2日 星期六 特21

最近一段时间，闵行教育好消息不断。闵

行区第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正式揭牌;闵行区教育学

院附属友爱实验中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

实验小学合并新组建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三个

学段12年制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闵行永德学

校;七宝中学浦江分校入驻新校区;有着118年

悠久历史的曹行小学华丽变身闵行区第三实验

小学;花园学校和莘松小学合二为一成为闵行

区莘庄实验小学……从新校的落地到老校的合

并与更名，无一不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闵行区

正在通过学区化集团化办学，逐步整合优化区

域内的教育资源配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让越

来越多的学生在家门口“上好学”。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教育

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愿

景。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真正把教育发展成

果惠及全体人民。

作为上海的教育大区，闵行区近年来的教

育发展质量与口碑有目共睹。锚定“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这一目标，闵行紧扣教育强国建设

要求，将人民城市理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坚

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闵行教育

更高质量发展。

聚焦集团化学区化，让家门口
的好学校越来越多

“学校换名字了，校徽变成了一朵盛开的梅

花！”新学期伊始，闵行区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

们惊喜地发现，校门口换上了新标牌，校徽也变

成了由深蓝、浅蓝和橙色三种颜色组成的梅

花。“深蓝和橙色取自闵行区实验小学校徽的颜

色，浅蓝取自原曹行小学校徽的颜色，三种颜色

的融合，同样也代表着这两所百年老校的深度

融合。”老师向孩子们解释道。

曹行小学的办学历程已有118年，自2022

年加入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以来，两所学

校展开了常态化、系列性的合作共建与共创。

从闵行区实验小学成员校，到如今的闵行区第

三实验小学，这所新校的全新蜕变不仅仅停留

于校名与校徽的变化，未来在办学理念、管理机

制、教师梯队、校本课程等方面都会有更新、更

深层次的发展，成为优质均衡的家门口好学校。

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校长何学锋

看来，学区化、集团化对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闵行区实验小学是

一所在闵行本土成长起来的实验性示范性小

学，自2004年开始，春城、景城和畹町校区相继

落地，形成“一校四区”优质均衡发展格局。

2016年，以闵行区实验小学为领衔校的“闵行

区实验小学教育联盟”成立，2020年更名为“闵

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目前共有8所学校、

涉及闵行4个街镇（工业区）。

截至目前，闵行区已成立七宝中学教育集

团、闵行中学教育集团、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上海交大附属中学（闵行）教育集团、上师大附

中闵行教育集团、华东师大闵行基础教育集团、

上闵外教育集团、莘松中学教育集团、上海市莘

庄幼儿园教育集团等9大教育集团，14个街镇（工

业区）均建立学区，100%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023年，闵行14个学区的共享课程就多达

333门，获益学生16万余人次，共享创新实验室

2000余次，共享图书馆2000余次，体育场馆1万

余次，其他场地8000余次。这些学区、集团通过

先进办学理念辐射、骨干教师柔性流动、教育教

学资源共享、设施设备场地共用、学校办学文化

生成等策略，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品质，让

闵行区家门口的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容。

共享优质高校资源，探索“未来
学校”的上海方案

今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闵行永德系

列学校签约，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实验小学

和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友爱实验中学合并，组

建12年一贯制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闵行永德

学校。学校成为华东师大闵行基础教育集团成

员校。这一升级标志着学校与华东师范大学将

实现深度的融合，通过一体化的管理和教学，真

正共享双方的资源和平台，为学生创造更优越

的成长环境，为闵行教育的发展贡献更为强大

的力量。

短短两个多月后，闵行区第一所12年一贯

制学校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就在闵

行马桥正式揭牌。这所12年一贯制的学校委托

上海交通大学实施一体化管理，通过引入大学

优质资源、共享优秀导师资源、高端实验室资源

等，探索和打造12年贯通式中国特色“工程教

育”新模式，培养面向未来的杰出工程领袖人才。

高校附属的12年一贯制学校相继在闵行

落地意味着什么？其背后是闵行教育资源布局

持续优化，是高校建设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更

是“让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更多家庭”的美好愿景

的进一步实现。

由闵行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举

办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以标杆

性“未来学校”为建设目标，将“科工通融、人文

浸润”的办学特色，以科技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

标，全力打造中国基础教育工程教育示范校，旨

在为12年一贯制特色教育创新实践提供具有

前瞻性，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方案”。

据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荣誉校

长、交大附中嘉定分校党总支书记曹建华介绍，

这所“未来学校”正以“聚焦人人”的理念打造智

慧校园空间，学校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

发展，致力于将学生的个人兴趣与专长紧密结

合，根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为学生

打造了“科工端”和“人本端”双轴贯通式课程体

系。学校集上海交通大学、“大零号湾”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区和马桥人工智能小镇等诸多区位

优势，正积极打造小、初、高全贯通下的特色课

程体系。

据统计，闵行区目前已经与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戏剧学院9所高校开展

合作办学，共办28所幼儿园、中小学。依托高

校资源，闵行区将进一步优化学校的课程体系，

形成高校优质资源注入带动和基础教育优质资

源引进辐射的双轨并行模式，在学校创新治理、

课程开发开设、教育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

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等方面开展更多合作研究和

实验，实现闵行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探索数字化转型，助力学生个
性化成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

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

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2024全球智慧教育

大会上，教育部“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项目专

家组秘书处公布了540个2024年度智慧教育优

秀案例及600个优秀案例（提名）。其中，闵行

区共有84个案例获奖，占全国获奖案例7.4%；

优秀案例32个，占上海优秀案例70%，提名奖

案例52个。

在闵行，目前已有19所学校入选全国网络

学习空间优秀校，13所学校被评为上海市教育

信息化应用标杆培育校，5所学校成为上海市

基础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试点校，其中2所被

评为整体试验样板校。

今年上半年，教育部综合改革司梳理形成

了教育评价改革典型案例第六辑（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评价改革）。其中，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

行科技高级中学《数据驱动因材施教新模式》案

例成功入选这一教育部典型案例汇编。依托

“AI赋能的未来学校数智教学模式研究”课题，

华理科中积极打造与学校办学理念匹配的特色

课程，开设了“智 ·学”“智 ·行”“智 ·品”三类数智

特色课程，让学生率先走进了“未来课堂”。

为更好地助力学生个性化成才成长，华理

科中积极探索融合个性化学习、在线学习、互动

开放空间、新模式等特征的未来课堂，构建了集

聚丰富校内外数字学习资源并把信息技术无痕

融入教学内容的“柠檬课堂”；同时，依托纳米智

能黑板、自适应诊断测验（CD-CAT）、知识管理

平台、自建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学习终端等学习

环境，综合分析学生认知、性格、情绪等，服务学

生个性化学习。

为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闵行

区探索了“以作业（书写）行为的数字化作为教

育数字化转型突破方向，通过学习行为和方式

的数字化，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减负增效、优

质均衡、个性发展”的实施路径。

依托“学习行为、学习品质、学习过程、学习

结果”四类数据的收集与分析，闵行区以作业为

核心场景构建了应用平台和教学工具，建设了

区校协同的精准教学体系，探索了以“落实学生

核心素养”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并持续开展

提升教师命题能力的精准教研，从而在技术赋

能增值评价、基于知识状态的个性化辅导、基于

学习投入的分层教学实践等多个重点领域实现

转型与突破。

2023年9月至2024年6月，闵行区各学校

应用闵智作业及智慧纸笔，教师累计布置作业

22.4万次，累计使用纸笔课堂课时数46.0万次，

累计开展测评1.8万班次。2023年智慧纸笔智

能终端超额完成部署，已覆盖110所公办学校

（146个校区）、2157个班级、84095名学生和

4542名教师，师生智能终端配置率提升至70%。

激发学生创新潜质，科学教育
百花齐放

2022年，上海首颗科普教育卫星——“闵

行少年星”搭载长征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点燃了闵行少年

的科学探究热情。近两年来，学生们以这颗卫

星为媒，收集卫星从太空中传输下来的数据，系

统性开展测控模拟、测控演练、卫星应用等一系

列航天科普活动。

在第38届、39届上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闵行青少年的获奖率和一等奖数量继续名列

全市前茅。在第39届赛事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板块中，闵行区以92个一等奖位列全市第二，七

宝中学以28个一等奖的优异成绩获得一等奖“十

一连冠”，摘得获奖数量与一等奖数量“双冠军”。

有人认为，科学教育专属于学有余力的孩

子，是进阶的教育、精英的教育。而在闵行教育

人看来，考试成绩的好坏，和一个孩子奇思妙想

多不多、动手能力强不强不完全挂钩。每个孩

子都有创新的潜质，都可以提升动手动脑的能

力。科学教育不应该是少部分人的“专利”，而

应该面向人人，全员、全学科、全学段推进。

在推进科学教育发展的同时，如何兼顾不

同学校的发展水平？闵行区鼓励每个学校“因

地制宜”，基于自身的师资、资源、办学传统等基

础，做出自己的特色。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闵行晶城中学的学生

在科技老师、生物老师的指导下，用609天的时

间研发出一款中医舌诊智能家庭小医生——

“舌诊小智”。闵行区华坪小学毗邻黄浦江，学

校以“水文化”为切入口，开发了贯穿所有年级

的“水”课程群，组织趣味“水活动”，建设水科技

探索体验馆，开展与之相关的科技活动等。

在各校科学教育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基

础上，闵行区还追求“美美与共”，一方面将校本

特色课程升级为区级共享课程，满足区内更多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搭建平台以发挥

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的资源优势，

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开展提供专家、课程、实验室

等多方面的支持。

华东师大二附中闵行紫竹分校就与高校、

高科技园区等共创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普教

育实践基地，为学生搭建学习和实践的丰富平

台。每年暑假，学校老师都会带领学生参与各

类高校夏令营，开展研训赛一体的科创活动。

培育高质量师资队伍，为教师
打造专业发展平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载体是课程，根本在课堂，关键在教师。

为保障科学教育的高质量开展，闵行区不

断提升科学教育教师规模，在高端教师培育、骨

干教师培养和青年教师培养方面，通过培训、工

作坊、师徒带教、教学研讨等途径，为教师提供

专业发展平台。

今年教师节前夕，闵行区马桥强恕学校教

师赵丽芸被评为2024年“全国模范教师”。从

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到骨干教师，从教超过16

年的赵丽芸感触颇深，“刚入行时，总想以预设

的教学模板去教孩子们，但后来我渐渐明白，课

堂是‘活’的，真正的教学要跟着学生需求来变

化，我们是孩子们的引路人。”

如何让处于“职初期”的新老师快速成长？

完善的见习教师培训机制是关键。以七宝中学

附属鑫都实验中学为例，作为“见习教师规范化

培训优秀基地校”之一，学校为新教师量身打造

一系列培训计划，通过自主研修、通识课程、专

项学科教学等方面，帮助新教师从固定化教学

转变成生成式教学，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不仅如此，根据闵行区“四六三三三”教师

培养机制，教师生涯被分成“职初期、成长期、成

熟期、高端期”四个阶段，对应构建“见习之星、

希望之星、教坛之星、骨干后备、区级骨干、学科

带头人”六个层级的教师专业荣誉，依托区名师

工作室（名师基地）、骨干教师培养基地和种子

教师培养基地等三类基地，面向青年教师、骨干

教师、卓越教师开设三大工程，为教师成长提供

了“国培计划”、市级共享课程、区级共享课程三

类大培训。

培育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师资团队，闵行不

遗余力。过去五年，闵行区累计认定表彰了领

航人才169人次、骨干人才2649名、储备人才

672人次。其中，有12人成为上海市特级校长、

16人成为上海市特级教师、18人列入上海领军

人才后备队。

上海市特级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

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介绍，近年来，

学校以“外引内培”的方式，培养和激发全体教

师在学校特色建设中的创新能力，注重发掘学

科教师的潜能，引导更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

为专业发展领头人。

闵行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恽敏霞表示，闵

行区积极实施三大工程——卓越校长、教师培

养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以及青年教师培养

工程，进一步推动教师队伍人才建设，其中包括

建立市、区名师培养基地、培养新增一批高端教

师，以及加大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力度等举措。

这些举措将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的个人成

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各学校的长远发展

奠定更坚实基础。

闵行教育：让越来越多学生在家门口“上好学”

▲北京外国语

大学附属上海闵行

田园高级中学为学

生举办草坪音乐会。

 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闵行实验学

校的机器人设计与

开发课程。

（本版图片均闵
行区教育局供图）

闵行区实验小

学篮球队队员在运

动会上进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