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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顶层设计
以规范引领构建“育联网”

杭州市临平区对于教育均衡发展
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 2004 年，该区
就创新探索“名校＋新校”“名校＋弱
校”的集团化办学及教共体，直至2023
年，成立以临平区教育局局长为组长
的教共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
10 个区域内共建型教共体单位，以

“临”里共建为品牌集中创建“一核五
聚”教共体临平模式，成为浙江省首批
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学试点区。

“‘一核’指以‘综合整体评价’为
核心撬动区域教共体整体推进，‘五
聚’则围绕资源、干训、教师、学生、文
化等七大板块，聚焦教共体实践的积
分制、分项等级制、星级制、达标制、倾
斜式等五类评价标准及方式。”临平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一套相
对成熟的考核体系，正是通过 20 年的
实践不断完善形成的。

围绕“学有优教”“教育共富”的教
育目标，临平区先后出台《临平区义务
教育段学校“临”里共建联盟暨区域内
教共体建设实施办法》《杭州市临平区
义务教育阶段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
学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等
文件，组建教育联盟工作领导小组，打
造学科指导委员会，完善组织、制度、
经费三大保障，常态化推进教共体工
作。

在临平区，实验小学、临平一小、
育才实验等学校教学质量居前，广受

家长赞誉。他们就像
各自联盟中的大哥，
牵手附近几家学
校 ，共 同 前 进 。

“我们打破了传
统的‘一对一’
帮 扶 模 式 ，明
确以一所学校
为核心校，其余
4—7 所 为 成 员
校，形成一个以核
心校为主体，成员校
相辅相成的教共体共
享共进共赢模式。”临平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聚焦共育共生
以互融共通孵化“育联网”

育才映荷、星桥一小等5所小学组
成了“五指联盟”，寓意五指分开各有
所长，五指合力则成为更有力的拳头。

曾经，几所学校困扰于青年教师
比例偏高、编外教师多、教师教研能力
偏弱。成立“五指联盟”后，五校共同
组建联合研修机制，由各校长挂帅当
轮值主席，核心学校的教务员担任固
定秘书长，每学期召开多次议事联席
会，并整合教工体内的名优教师资源，
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按不同入职年
份组建教羽连、智翼营和慧翔团，以名
师带徒形式展开线上线下青年教师联
培，还将这种“双向共赢”拓展到课外
活动，成效显著。

除草、耕地、播种⋯⋯今年植树节

来临前夕，“‘植’
此青绿 生生不息”

2024年植树节活动在
临平区育才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映荷小学的校园里举
行，学生用自己的小手为学校
增添更多绿意。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内容，是推动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
必要途径。我们长期开放校园农场，
致力于让自然环境成为‘第二课堂’，
正是靠着这样的办学理念、思路、成
果，我们打造互助型团队，助力区内其
他小学打造出‘劳动育人’德育体系，
受到诸多主流媒体的肯定与报道。”育
才映荷小学负责人说。

文化共生，师资共享，教辅共研。
两年来，临平区以教共体为单位，搭建
课程共享平台，各教共体发挥自身精
品课程优势，定期开展线上+线下“双
师”互动课堂354次，以“独学—对学—
组学—群学”的学习形式，增强课堂互
通，打造魅力课堂。同时发挥各校优
势，整合资源，形成线上共享课程 60
个，精品展示课29个。

课程共享之后，孩子们的生活也
更加趣味多彩。比如塘栖盛产枇杷等

土特产，在传统节日节点，塘栖第二小
学发挥塘栖地域特色，与教共体内的
师生共制塘栖特色糕点，将优质食育
课程共享，实现了从“云端学”到“动手
做”，孩子们兴致高涨。

依托临平区弘“临”思政、“五色五
育体验地图”、体艺“2+1”等工作，临
平区在区域内搭建“半小时教育共融
圈”，教共体联盟学校之间常态化开展
城乡学生集体交流、实践、展示等活动
97 次，并同步完善学生交流“线上模
式”，利用“名师工作室”“双导师”方式
将优质课程共融共享给周边更多学校
的学生，让学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聚焦共研共进
以量多质优强化“育联网”

上周，由临平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带队的校长、名优教师一行人，历时
7 个多小时车程赶到温州泰顺，开展

“教共体”线下送教活动。
“浙江首批教共体办学试点区在

杭州一共 3 个，与另两个试点区不同，
临平最大的特点是城郊接合部面积
大。因此，在发展集团化教共体的同

时，我们更为突出全域“教共体”建设，
并在这个基础上外拓到跨区域教共体
的打造。”临平区教育局相关人士说。

在20年的实践基础上，全域“教共
体”的探索颇有水到渠成之势。

在名师共享层面，临平区各教共
体组织校内名师成立学科建设指导小
组，发挥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
辐射作用，截至目前，共计成立 7 个幼
儿项目组、10 个教共体领导小组、50
余个学科建设指导小组、120个名师工
作室，开展品牌特色展示活动32次，交

流互助活动 500 余次，从而推动结对
学校管理共进、差异互补，实现了资源
共享“零”距离。

在教师成长层面，197名青年教师
与教共体名优教师结对建立师徒关
系，开展帮扶活动 1172 次，以“五定四
要”集体备课为驱动，借助“互联网+”
数智平台，建立各教共体内集体备课、
作例研究等工作制度，开展教师集体
交流 351 次。其中，教共体模式下的

“报团卷入，分组PK”集备模式，因为整
个项目定时定期定量，分工明确，落实
有效，获得了浙江省第九批“双减”优
秀实践案例。

在干训交流层面。全面落实中层
干部跟踪式跟岗制度，每学年开展干
训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教共体内成员
校管理优势，分类别、分阶段进行跟岗
锻 炼 ，66 名 高 层 次 名 师 跟 岗 、轮 训
69024小时，开展支教活动 57 次，累计
交流时长达 156288 小时，惠及 1200
余名农村学校学生（幼儿）、160 余名
农村学校教师，有效提高了临平区内
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
水平。

临平区在全域“教共体”探索中，
以共享、共进、共研、共生、共长的新
生态，打造了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临平模式”。预计到 2026 年，临平区
可望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可及
和优质资源共享，助力“教育共富”走
深走实，打造出“学在临平”的教育新
高地！

（图文由临平区教育局提供）

“临”里共建 打造全域“教共体”临平样板
杭州市临平区以“临”里共建为目标，以区域内教共体为驱动，以“一

核五聚”教共体临平模式为突破，构建义务教育段融合型教共体 19 个，

共建型教共体10个，跨地区教共体9个，学前段薄弱民办园互助共同体

25 个，实现区域内教共体覆盖指数达 100%。临平区全力打造的全域

“教共体”临平样板，成为浙江省首批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学试点

区，亦使“教育共富”在临平初具轮廓。

日前再传喜讯，临平区顺利通过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省级

评估并完成“国评”，入选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单

位，跻身全国前列。

名师工作室活动

临平区“临”里共建教育联盟成员校际研修活动

“水宝”爱摄影精品课程学生活动“水宝”爱摄影精品课程学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