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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扩优提质强基点 惠民有感见行动

重庆锚定“西部基础教育排头兵”砥砺奋进
新增52所公办园、9270个公办园学位，

有效缓解“入好园”焦虑；建成571个基础教育

发展共同体，教共体覆盖率达80%，着力缓解

“择校热”焦虑；新增普通高中学位1.9万个，

普高计划较2023年提高近6个百分点，积极

缓解“中考普职分流”焦虑……

2024年，这些生动的数据见证了重庆基

础教育牢记“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殷

殷嘱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生动实

践。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一年来，我市紧扣“公平优质、惠民有

感”这条主线，锚定“防风险、抓规范、促均

衡、提质量、强队伍”五大目标，下好“一盘

棋”、答好“民生卷”、走好“改革路”。

学前教育迈向“优质普惠”，全市毛入园

率达93.06%、普惠率达94.61%，全国排名第

六；义务教育挺进“优质均衡”，启动“扩大优

质基础教育供给”重大改革项目，启动跨区

域紧密型“教共体”建设，加速破解基础教育

优质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4个区县被教育

部认定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县，全市

控辍保学保持“动态清零”；普通高中奔赴

“优质特色”，通过实施普通高中发展促进计

划、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全方

位促进了普通高中的多元化发展。

办好基础教育，需以民心为尺，才能暖

人心、合民意。

2024年，全市57.5万余名义务教育新生

通过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报名，群众满意

率达99.2%，家长说：“入学‘一件事’，入学

‘很省事’。”按照“全覆盖、零拒绝”要求，做

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安置工作，2024

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提升

至98.99%，超全国平均水平，家长说：“照亮

了孩子眼前的路，也照亮了未来的路。”坚持

“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政

策，2024年妥善安置22.5万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入学，保证其在入学、编班、资助等方

面享受同城待遇，家长说：“孩子读书的问题

解决了心里也踏实了，打拼更有盼头。”

基础教育持续办优办强，方能更好回应

群众期盼。

立足教育强市建设，我市正锚定“西部

基础教育排头兵”目标，开展基础教育公平

优质行动，迭代升级教育入学“一件事”应

用，大力推进“教共体”建设等，加快构建全

域均衡、全段优质、全面发展的高质量基础

教育体系，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同一片蓝天下

拥抱人生出彩的可能。

大渡口“有义方”家庭教育成长营智慧父母公益大讲堂

协助孩子记录实验数据、用旧物改造
实验装置、将厨房变成实验室……在大渡
口区慧泉小学的家庭科学小实验中，家长
们纷纷化身“科学合伙人”，和孩子们共同
探索科学的奥秘。

这是慧泉小学推动多方协同育人的精
彩实践，也是大渡口区打造校家政社教育
联合体的生动缩影。

攥指成拳，合力致远。大渡口区积极
构建“有义方·大渡教育”校家政社协同育
人模式，以“教育子女有道，义渡父母有方”
为核心理念，通过“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

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拓展多方协
同育人新思路、新机制、新路径，形成校家
政社共同参与、协同育人、相互促进的良好
氛围，凝聚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合力。

强队伍——建设“有义方”家庭教育指
导团队。通过科学研究、专业支持、多方参
与，建立一支专业水平高、经验丰富的“有
义方”家庭教育指导团队，为家庭教育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助力构建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融为一体、
互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

开课程——构建“有义方”家庭教育课

程体系。聚焦义渡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围绕学生与家长研发三大主题家庭教
育课程。区域通过家校同行公益大巡讲、
智慧父母公益大讲堂、睿智情商自我探索
营、有义方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活动四条路
径开展实施。

重实践——开展“有义方”家庭教育特
色活动。建设“义方家长学习工作坊”，运
用“线上+线下”双通道，广泛开展互动活
动；打造“义方少年美好成长营”，推行“行
走义渡”实践体验课程体系；推进“义方家
庭教育志愿行”，传播家风家教文明风尚，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
共学共生同成长，共育共创向未来。

如今，在大渡口，校家政社协同育人成效斐
然，“有义方·大渡教育”品牌扬优成势日益
闪亮。

项目启动以来，先后组织“家校同行公
益大巡讲”“智慧父母公益大讲堂”多场活
动，参与家长上千人次，建立家长学校（服
务点）127所，培养家庭教育种子教师200
人，培训教师、家长3万余人次，举办5期

“五项管理·义渡会客厅”，网络互动参与达
110万余人次。

大渡口区 凝聚校家政社合力 打造有温度的教育联合体

渝中区开展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课程展示推广活动

渝中区，这座承载着重庆母城记忆的
主城核心，正以“一流城市孕育一流教育，
一流教育成就一流城市”的前瞻视野，锚定
全国一流基础教育强区目标，在课程改革
的浪潮中勇立潮头。

作为全市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
渝中区秉持“人文渝中 尚品教育”理念，以

“党委领导、政府统筹、部门协作”机制为支
点，为教育发展夯基立柱，按照“全域推进、
全程攻坚、全面深化”的思路，在全区范围
内启动实施义务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
动，精心编制实施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授
牌10所基地学校。大力实施国家课程方

案转化落地行动、课堂教学方式变革行动
等“六大行动”，加快推动形成“高原上显高
峰、品质中出品位”的渝中义务教育课程教
学改革新样态，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聚势
赋能。

在这一过程中，区教师进修学院创新
构建“研训一体”教研新模式，形成跨学校、
跨区域的“课例研修、主题研修、同侪研修、
课题研修”教师研修新路径，推进“区校一
体化教师培训课程体系建设项目”，赋能教
师成长。

历经三轮课改实践，全区42所学校
“一校一案”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形成“高原

上显高峰、品质中出品位”的渝中义务教育
课程教学改革新样态。

巴蜀中学推进“以学为中心”的课程改
革新蓝图，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未来之星；
求精中学以新质课程建设和新质课堂建设
为创新点，推动教育教学创新改革；29中
学自主开发了“中学生数据分析、数学文化
教育、数学创客教育、数学建模课程”系列
校本课程；巴蜀小学提出“基于学科育人功
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改革主张，形
成以“学科+”为主要特征的课程综合化实
施模式；人和街小学以“和德、和健、和雅、
和理、和美、和融”六要素，系统建构“人和

六质”学校课程体系；人民小学为孩子的终
身发展量身定制人民小学EOC体系课程,
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力。其中，巴蜀小学
获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实现了
中西部基础教育在此奖项上“零”的突破。

点上生花，特色课程“各美其美”，面上
成势，研训赋能“美美与共”。渝中区近两
年83节部级、214节市级精品课领跑全市，

“成渝双城”协同、“领雁工程”帮扶的足迹
遍及巫溪、广安、西昌等地，联盟办学辐射8
个区县100余所学校，为义务教育教学改
革贡献“渝中经验”。

渝中区 课程改革赋能升级 擘画一流教育强区新图景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教共体授牌仪式

巴蜀科学城中学、川外科学城中学等
10所现代化中小学拔地而起，60所学校焕
发新生，新增普惠性学位2.5万个；新建公办
园11所、新增普惠园37所，11850个普惠性
学位温暖民心；北师大重庆科学城实验学
校、华中师大重庆学校等5所名校合作项目
加速推进，2.1万个优质学位指日可待……
一组组跳动的数字，勾勒出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优质教育扩容的奋进曲线。

当前，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正全力
打造“西部教育高地制高点”。紧扣“科学
之城、创新高地”发展定位，西部科学城重
庆高新区充分发挥大学城科学城融合发展

优势，持续推进优质学校挖潜扩容，扩大优
质学位供给，加快构建更加公平、更加优质
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名校引领，优质教育资源“裂变式”增
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与北师大、华
中师大、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一中、重庆
八中、重庆巴蜀中学校等全国顶尖教育资
源深度合作，共建新优质学校16所，组建
教育共同体20个，形成“名校+品牌带动”
办学格局，实现“优质共建、合作共赢、资源
共享、特色共生、学生共育”的生态链。同
时，依托“578”教共体办学模式（学前“五朵
金花”盛开、小学“七仙女”下凡、中学“八匹

马”赛跑），绘制出一幅“百花盛开、万马奔
腾”的教育新图景。

项目攻坚，优质学位布局“爆发式”扩
容。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滚动实施学校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实施综合改造项
目300余个，实现创客教室配置率、多媒体
教室配备率100%全覆盖。推进实施“规划
一批、储备一批、新建一批、扩建一批、提升
一批”工程，实现“校校有项目、校校有投
入、校校大变化”。

数字赋能，优质教育供给“跨越式”发
展。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抓住“学生”和

“课程”两大关键，探索构建“1345”新智慧

教育整体智治体系，创新建起“五学课堂”
及“S2C”数字教育变革体系，撬动全域数
字教育变革，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时空壁
垒，赋能“西部基础教育特区”扩优提质。

目前，重庆高新区创建全国全市特色
学校26所，获批多个国家级教育改革试验
区，教育改革经验多次在国家级平台分享
交流。区域教育质量从教育“洼地”到教育

“高地”的历史性蝶变，辐射带动西部地区
教育质量整体提升，为西部教育振兴贡献
出高新智慧和力量。

王俊又
图片由各学校提供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扩容优质学位供给 全力打造“西部教育高地制高点”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重庆一中天星桥中学教共
体建设推进会

作为我市的教育大区，沙坪坝区教育
底蕴深厚、教育资源丰富。如何利用好区
内的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区域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让高质量教育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群众？

沙坪坝区构建“3年全覆盖、3段全衔
接、3年一周期”的“3个3”推进思路，分阶
段、有步骤地开展紧密型“教共体”建设，迈
出率先探索“实现更高水平优质均衡，推进
教育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关键一步。

2025年，沙坪坝区以优质品牌学校为
引领，聚焦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3
个学段衔接，通过新建学校直接举办、薄弱
学校冠名领办、其余学校品牌引领的方式，

由重庆一中、南开中学等12所优质品牌学
校组建首批12个教育发展共同体。

优质名校如何领办区内成员校？如何
孵化出更多新优质学校？

沙坪坝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教委主任
刘建华给出解答：“教共体总校和成员校之
间通过干部互派、师资共建、教学共融、资
源共享，充分发挥品牌学校辐射带动作用，
持续推动品牌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向薄弱区
域延伸，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量。”

疏通管理经脉，由教共体总校选派优
秀管理团队到成员校担任校级干部、中层
干部，统筹将总校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等
融入各成员校，目前已从总校选派24名

干部到成员校任职。打造师资引擎，总校
对新进教师进行统一招聘、统一培训、统
一分配、统一使用；教共体教师实现有效
流动，教师跨校交流达500余人次。推动
教学提质，教共体内实行教学常规统一管
理、教学监测同步实施；设立云课堂资源
中心，充分整合、共享教共体内优质教学
资源；设立名师、骨干教师等主持的学科
工作室47个，开展联合教研150余次，推
动教学质量整体跃升。发挥示范作用，支
持重庆一中、南开中学参与跨区域教共体
建设，实现跨区域办学6所，合作办学12
所，对接帮扶学校4所，合作帮扶区域覆
盖19个区县和地区，有力促进了基础教

育区域协同发展。
随着一项项改革举措的深入实施，各

教共体将实现教育管理、队伍建设、教学教
研、人才培养、考核评价等五个“一体化”，
形成头雁领飞、群雁跟进的“1+1+N”优质
资源拓展态势，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需要。

下一步，沙坪坝区将持续深化教共体
建设，以三年为周期，聚焦群众关切，实现
区域基础教育学段全覆盖、优质学校全领
衔、参与学校全提升，打造具有全国全市影
响力和辨识度的全域优质均衡新样态，持
续擦亮沙磁教育金字招牌。

沙坪坝区 推动紧密型教共体建设 促进基础教育更高质量优质均衡发展

江北区学科中心组开展工作坊研修

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全国
社区教育示范区、国家级信息化与教学融
合改革试验区、国家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
验区……

一项项重磅荣誉花落江北，彰显了这
片教育高地的非凡气质，也折射出江北区
走在前、做示范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区域教育的“智囊团”，江北区教
师进修学院始终秉持“研究要全面深入，推
广要简化有力”的原则，充分发挥区域教研
机构的专业支撑作用，不断提升专业领导

力，锻造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增强区
域教育的软实力，为教育决策“献计”、为教
育研究“献智”、为教育发展“献力”。

谋深虑远，善作善为。在区委、区政府
与区教委组建深化课程教学改革领导小组
指导下，区进修学院和区教委共同做好方
案研制、组织保障、制度管理、过程监督、评
价考核等工作，累计出台政策文件21个，
推动教育改革迈向更深层次，强化了课程
领导力建设。

紧密联动，协同发力。在“行政发动、

研修驱动、校本行动”的联动模式下，区进
修学院做好调查研究与专业引领，激发了
一线学校教师干事激情与首创精神，共同
推动改革迈向更宽领域，助力区域建设15
个“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基地”。

强有力的教研支撑引领下，江北区教
育实现三个转向与多维突破，教师从“基于
经验”转向“反思性研究”，课程教学研究从

“单兵作战”转向“共同体攻坚”，课程教学
资源从“零散供给”转向“精准赋能”，并形
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教育品牌。

江北区成为重庆市首批教师教育创新
实验区、重庆市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区。
2013年，江北区与北京师范大学协同，建
成全国第一家区域性教师数字学习实验中
心。2022年，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被教育
部确定为强师计划协同提质的全国五个示
范性教师研修机构之一。2025年，江北区
与西南大学共建全国第一家“国优计划研
究生学习—实习—就业融合培养实验
区”。9个教师培训案例入选教育部国培计
划典型案例。

江北区 以“排头兵”之姿 推动区域教育改革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