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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思政课，正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近年来，九龙坡区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坚持党对思政课改革创新全面领导为根本，把

“大思政课”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
的一项标志性工程，拓展大格局，创新大课程，搭
建大平台，培育大师资，系统打造“大思政课”育
人新体系，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拓展大格局，校校重视“大思政”。贯通大中
小学、研训培机构、家校社等育人渠道，构建三个
思政育人共同体，即与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法治与教育标准研究所等共同推
动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重点共同体建设，
通过区内教研机构、中小学校与党校、高校马院、
干部培训学院建立思政课教研共同体，结合家长
学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

共同体，有效凝聚育人合力，推动思政课改革创
新取得实效。

建好大课程，课课延伸“大思政”。持续推进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围绕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内容，重庆
谢家湾学校开展“朵朵聊时事”“跟着希娅书记看
两会”等特色主题活动；以高质量课堂为载体，培
育思政精品课、示范课、特色课，开发了高新实验
一小“十景十课”、高新育才“行知德育”、森林小
学“红色种子故事树”等近70个门类的校本课
程；结合区域特点，突出行知精神、国际教育、工
业文化、传统文化等办学特色，建设九龙特色思
政课程，涵养学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搭建大平台，处处可学“大思政”。搭建校内
平台，全区“一校一策”建设28个校内思政教育
场馆，打造23个“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评选
思政教育特色示范校；用好社会平台，立足区域

特色文化资源和实践资源，开设“走进九龙坡”社
会实践课程；开拓数字平台，依托九龙坡智慧教
育云平台，打造思政教学资源库、“云上大思政
课”，目前已储备9万个“大思政课”教学优秀案
例、优质素材。

培育大师资，人人来讲“大思政”。推动优秀
学科教师、党政领导、专家学者、“五老”“模范”等
到校上思政课，选优配强专兼职思政教师，健全
思政教师“青蓝结对”“名家引领”“导师帮带”培
训机制，同时借助社区家长学校将革命前辈、社
区志愿者等纳入“大思政课”队伍，形成人人都是
思政教师的氛围。

九龙坡区将继续探索“大思政课”建设的有
效路径，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不断提
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上好关键一课——党旗领航下的“大思政课”熠熠生辉

2023年3月20日，九龙坡区与中国教科院签订教育强国实验区（培育）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教育强区的实践路

径，打造教育强国实验区的示范样板。九龙坡区也成为全国首个教育强国实验区共建和培育对象。

院区共建一年来，九龙坡区教育系统围绕“新时代教育强区”发展目标，聚焦聚力教育“五五行动”，持续深化高质量课

堂建设、教育评价改革、教育数字化改革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好新时代教育强区”目标，九龙坡区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

验区，助推九龙坡区由教育大区向教育强区跨越，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蓝图绘成美好现实。

核 心 提 示

教育数字化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
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九龙坡区以先行者、探索者的姿态，
主动谋划，转型探路，以打造九龙智慧教育为目
标，持续完善“一体系、一框架、一平台”的顶层设
计，带动数字教育全生态的升级，引领区域教育
不断迈上新台阶。

其中，“一体系”是指具有九龙特色的“1123
教育信息化建设体系”，阐明了信息化建设的载
体和任务；“一框架”是指九龙坡区数字教育

“1361”总体框架，具体指向了数字教育发展的内
核与途径；“一平台”是指以智慧课堂建设为核心
的九龙坡智慧教育云平台，并为此搭建起“1361”
建设体系明确云平台的整体架构。

纵观九龙坡区的教育数字化布局，其改革思
路始终明晰：立足客观环境与教学技术的信息化
升级，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最终追求，

而必经之路则是以数字化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家校社合作
等方面的系统变革。

基于此思路，九龙坡区以“三步走”行动逐步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让智慧教育在九龙沃土上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一步：校园联“网”，改善全区数字教育环
境。近年来，九龙坡区投入约5亿元，提升全区
教育技装基础服务水平。已完成全区教育城域
网改造，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
建成全市教育系统首个“绿色数据中心”和首个
区级教育大数据服务中心。全区数字校园占比
超过50%，13所学校入选市级智慧校园建设示
范校，九龙坡区被评为重庆市智慧教育示范区。

第二步：教育上“云”，打造智慧教育“数字大
脑”。全力建设九龙坡智慧教育云平台，完成区
域教育信息化基础架构。该平台集管理、教学、
资源为一体，建成20余个智能化行政、教学管理

平台，对接网络备授课、教研等教学应用平台，融
合互动录播、编程教学、微课制作等个性化教学
平台，并设置国家、市级智慧教育平台窗口，建立
了庞大的教学云资源库。换句话说，九龙坡智慧
教育云平台正是智慧教育“大脑”与“核心”，驱动
教育数字化真正成为现实。

第三步：课堂增“智”，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智慧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课堂。在九龙坡
区，传统课堂迎来升级，诸多信息技术手段的运
用促使“知识课堂”向“智慧课堂”发展；创新课堂
彰显特色，提出创新实验室建设计划，推进编程
进课堂工作，组建“中小学影视工作联盟”，信息
化特色教育进一步突显；城乡课堂同频共振，城
乡学校共享优质资源，带动区域教育的整体跃升。

以数字化点燃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智慧引
擎”，九龙坡区正加速向着教育强区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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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创新——点燃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智慧引擎”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对于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大意
义。

九龙坡区作为我市首批教育评价改革试点
区，坚持把好为党育人方向、把好立德树人导向、
把好教书育人取向、把好全面育人引向，先后制
定、完善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办法、教师“区管校
聘”管理办法、教育质量全面监测实施方案等政
策文件10余个，逐步健全区域教育评价制度体
系。

全区采取“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改革思
路，拉开全面改革的大幕：每年确立10个重点改
革项目，实行方案化、项目化、清单化管理，带动
全区教育评价改革系统推进。2021年，先后三
批共遴选42所试点学校先行先试，探索教育评
价改革的校本化路径。

尤其是聚焦学校、教师、学生评价改革三大
重点内容，围绕实现高品质办学、发展高水平教

师、培育高素质学生“三高”目标，以科学有效的
教育评价改革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实现高品质办学为准绳，探索学校“综合+
特色+专项”评价。实施“学业质量+综合素质+
特色创新+强基衔接+增值发展”五维育人质量
评价，并将特色发展、集团化办学纳入办学评价
体系，推动学校更好落实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科
学办学。仅仅从特色这一角度来看，全区就建成
了国家级、市级特色学校68所，占比达80%以
上，呈现出“各美其美、各优其优、百花齐放、多元
共进”的繁荣局面。

以发展高水平教师为目标，实施教师“行知
精神+工作实绩+专业发展”激励评价。比如九
龙坡区第一实验小学以教师阶梯式成长评价为
牵引，围绕“师德”“师能”两个维度，引导教师追
求做真心实意、真抓实干、真才实学、真情实感的

“四真四实”型教师，逐步发展为专心型、专研型、
专业型、专家型“四专四能”型教师，形成教师“阶

梯式”发展态势，促进教师队伍整体发展。
以培育高素质学生为追求，实现学生评价从

“育分”向“育人”转变，从“学业知识评价”向“能
力素养评价”转变，从“学习结果评价”向“学习过
程评价”转变，从“单向单一评价”向“多元多维评
价”转变。比如育才中学实施“育才新二十三常
能”评价，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化能
力；重庆谢家湾学校探索“对话”评价，促进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思考、自我激励、自我满足、自
我调整；森林小学“豆豆成长”综合素质评价系
统，更加看重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近年来，九龙坡区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成效明
显，总结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校园学徒制试点、
教师激励、特色办学等20余项改革经验，入选全
市“真抓实干”成效明显项目，获市政府办公厅通
报激励，改革经验在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全国基
础教育评价改革论坛、首届中国教育评价改革峰
会上交流。

瞄准关键破题——评价“指挥棒”奏响教育改革新乐章

九龙坡区大思政现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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