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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变身“小而优”，打造名师送教团，教研搭台技术赋能

温州：推动城乡均优 打造教育高地
周琳子 夏雯雯

在刚刚举行的全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在刚刚举行的全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温州获评温州获评20212021年度全省教育工作业绩考核优秀单位年度全省教育工作业绩考核优秀单位，，连续两年获此荣誉连续两年获此荣誉。。

亮眼成绩的背后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温州在全市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的基础上是温州在全市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的基础上，，坚持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坚持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等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等““两个创建两个创建””为主抓为主抓

手手，，聚焦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聚焦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先行示范，，推出推出““城乡均优城乡均优””攻坚行动攻坚行动，，推进区域推进区域、、城乡城乡、、校际差异持续缩小校际差异持续缩小。。过去一年过去一年，，温州教育部门全力优化校网布局温州教育部门全力优化校网布局，，市市

县同步编修教育布局规划县同步编修教育布局规划：：省标准化学校占比达省标准化学校占比达9999%%，，位居全省领先行列位居全省领先行列；；城乡城乡““教共体教共体””建设量全省第一建设量全省第一；；所有乡村小规模学校晋升所有乡村小规模学校晋升““小而优小而优””⋯⋯⋯⋯

““面对新征程新使命面对新征程新使命，，温州教育将全力抓实温州教育将全力抓实‘‘红色领航红色领航’’这一个根本保证这一个根本保证，，接续攻坚接续攻坚，，以温州之以温州之‘‘优优’’助力全省之助力全省之‘‘优优’。”’。”温州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说温州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说。。

(本版图片由温州市教育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温州市教育局提供)

改造薄弱学校
提升乡村幼儿园

如果不能为乡村留住孩子、留下未来，乡
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都
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温州，200 人以下的义务教育小规模学
校有140所，如何提升好这批学校，引得教育资
源，留住教师孩子？温州定下目标：让乡村小
规模学校全部晋升“小而优”。从 2019 年起，
温州先后出台《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实
施意见》，发布《温州市乡村“小而美”学校建设
导引》，以政策引导和财政投入共同发力，让

“小而优”学校遍布所有县（市、区）。
在山区平阳县，鳌江镇梅源中心学校曾经

的小水沟变成了水培室外基地，泥巴地变成了
农耕田⋯⋯更新后的场地结合学校推出的劳
动实践和本土特色课程，实现了乡村韵味与未
来气息紧密结合。

随着共同富裕步伐的加快迈进，温州又对
薄弱学校和乡村园的打造提升定下了新阶段
目标：把乡村校、乡村园建设成为“乡村最悦美
的地方”。2021年底，温州发布《温州市高质量
建设未来乡村教育场景实施方案》，从布局、空
间、教师队伍等多方面对乡村教育进行全方位
提升，提出打造乡村“小而美”学校样本。

走进瑞安市曹村镇实验幼儿园，镇内特色
自然风光都被一一“请”进园。孩子们在幼儿
园的特色场景“暮春园”里成为“小农夫”，种植
荷花、稻谷等农作物，体验农耕乐趣。在“莲清
园”中，变身“小艺术家”，利用荷叶学习荷叶
染，利用莲蓬、莲子壳学习扎染、夹染、印染技
艺等，创作出一件件“艺术品”。围绕乡土味、
文化味、纯朴味、田园味、友好味、未来味的“六
味”，遍布温州全市的25家未来乡村窗口园，正
带给乡村幼儿完全不同的成长体验，成为未来

教育新高地、乡村文化新地标。
有了优质校园，温州还花心思让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去年，温州率先研制教师
礼遇优待政策20条、关爱教师措施10条，出台
改善偏远乡村学校教师食宿条件工作方案，落
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加大乡村教师参加职称
评聘倾斜力度，改善偏远乡村教师食宿条件。
以泰顺县为例，近两年，当地投入资金近500万
元用于改善偏远乡村学校办公条件、食宿环
境。县内偏远的 12 所学校老师用上了免费的
热水淋浴卫生间和无线网络。

打造“送教团”
发挥“领雁”力量

让城乡区域教育趋向均优，离不开
优教共享。2021 年以来，温州教育系统始

终聚焦“教师”这个核心要素，聚焦“共享”这
个发展要求，线上线下立体发挥名师“领雁”力

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城乡。
鹿城区的温州市实验中学和泰顺县的罗

阳镇第二中学是参与鹿城、泰顺“山海协作”结
对的第一批学校。实验中学教研团队将学生
差异作为课程设计的切入点，全新设计两校

“同步课堂”，一根网线让两校学子同上优质
课。像这样的跨区域“教共体”，在温州已经实

现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全学段结对，共185所
学校（园）组成跨地区“教共体”。仅仅在泰顺，
就覆盖了义务教育中小学近 35000 名学生，并
创造显著成效。

线上“教共体”结对，线下“送教团”驻山
区、传帮带。去年 10 月，温州选派 150 位中小
学及学前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设立 150 个
名师工作室，分赴温州5个山区县，下沉基层一
线教育帮扶。每个名师工作室在对应县域内
招收10名及以上教师学员，立足设站学校和学
员实际开展调研，通过“一对一”落实下沉学
校，针对性解决学科教学疑难问题，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有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

而今，“领雁”力量下沉山区的作用还在不
断放大。就在前不久，温州发布中小学“教研
共富”三年行动计划，明确鹿城区与泰顺县、龙
港市，龙湾区与苍南县、洞头区，瓯海区与永嘉
县、经开区，以及乐清市与平阳县，瑞安市与文
成县结为五大区域教研共同体。各区域学校
教师每学期交流活动不少于三次，做到内容互
通、信息互享、工作互促。

同时温州还以智慧教育助力教育优质均
衡。温州市教育技术中心建立对口联系制度，
组建 50 人专家指导团队，按照“定团队、定区
域、定时间、定项目、定学校”的工作方法，支持
温州5个山区县开展智慧教育创新探索。

课堂变革提质
培育时代新人

要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协同
的覆盖面、收益面，持之以恒地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是关键。特别是“双减”之下，教育部门更
需要向课堂教育要质量要效率。近一年来，越
来越多的温州家长和学生惊喜地发现，校内课
堂正发生着大变化。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在项目化学习中，探
索在课堂融入德育教育、数学、历史等内容。
在与瓯海区南白象新生小学的结对帮扶中，该
校也将其项目化成果进行推广应用，拉近了课
堂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去年以来，温州作为一个全省唯一基础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的城市，一
方面融合融通，坚持自主研究和多方借鉴两手
抓，把国家级教学成果的创新理念融入“未来
教育”体系，推动成果应用推广与本土项目有
机融合；另一方面唯实惟先，实施课堂变革深
化行动、素养作业提质行动、校外资源优服行
动、一号工程督导行动、评价驱动升级行动、区
域擂台竞优行动、教师关爱落实行动、家校协
同铸链行动等“双减”提质增效八大行动，进一
步巩固前阶段工作成果，让下阶段的“双减”提
质增效。

迈上“浙里优学”新征程，温州将全力以赴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久久为功打造温州教育
高地，为全省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温州样板、
市域范例。

办好学前教育
温州改造提升薄弱幼儿园 177 所，

公 办 幼 儿 园 在 园 幼 儿 覆 盖 面 达

45.8%，同比提升 10.33 个百分点，
增幅居全省第一。

优 质 幼 儿 园 在 园 幼 儿 覆 盖 面 达

71.43%，同比提升 9.45 个百分点，
增幅居全省第一。其中新创省一级园

32 所，占全省新创数的四分之一，位居
全省第一。

办优乡村教育
省标准化学校占比达 99%，城乡

“教共体”建设量全省第一，所有乡村小规
模学校晋升“小而优”。

实施县中振兴，特色高中培育占比达

50%。

着力落实立德树人
打造“明眸皓齿”品牌，成为全国唯一

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先行示范区；

“四维评价”改革成为全省典型样本。

建强德才双优师资队伍
教师年均培训量达 21 万人次，“三

层次”骨干教师达到1.25 万人次。组建

包含 150 个名师工作室的“名师送教”

团队，赴5个山区县下沉指导。

（数据均为2021年全年）（数据均为2021年全年）

温州推动城乡教育均优，图为文成县实验小学四年级春季研学活动。

温州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部晋升“小而优”，图为
鳌江镇梅源中心学校开设的水培课。

迈上“浙里优学”新征程，温州全力以赴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图为温州二外初中部
正举行校园汇演。

“双减”之下温州教育部门向课堂教育要质量要
效率，图为瓯海牛山实验学校课后服务。

温州努力拉近课堂知识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图
为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融合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