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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重庆路第三小学的学生在新学期种下“希望的种子”。 ■青岛太平路小学的学生体验人工智能教育。■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园礼贤学校开展期末无纸化测试。

●继续加强学校市域布局规划
青岛将开工新建、改扩建

学校30所，推动续建完工40所

建设30所学校优化教育布局

春季开学日，青岛富春江路小学教育集
团团结路校区举行新校启用仪式。从原有
张戈庄小学迁移过去的720名学生在新校区
里拥有了科学探究室、创新编程室、棋艺室、
烘焙室、AR教室、舞蹈室等21个专用教室。

按照 2024 年青岛市教育工作要点，今
年全市将继续加强学校市域布局规划，建
立城乡学校布局动态调整机制，开工新建、
改扩建学校30所，推动续建完工40所。在
学校建设方面，各区市都拿出了进度表。

2024 年，崂山区将开工建设瑶海路幼
儿园、来安路幼儿园，投用北泰置地地块配
套幼儿园等两所幼儿园，新增学前教育学
位450个。开工建设崂山区第一中学、午山
中学、九水东路小学，建成投用浮山学校、
中国海洋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等 5所学
校，新增义务教育学位6720个。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城阳区、胶州市
教育设施数量增长迅速。西海岸新区2024
年将加快热点区域教育项目规划建设，开
工建设衡山路中学、崇文路小学等中小学
校11所，建成使用铁橛山路小学、台头小学
等 6所学校，全力保障义务教育学位供给。
城阳区将新建、改扩建学校15所，年内完工
5所，新增学位6400个。即墨区将抓好新建
金茂小学、开发区局属幼儿园等8处项目建
设，竣工龙泉中学，启用龙山新高中，进一
步优化高中资源布局。胶州市将加速推进

7个中小学项目建设，完善校舍维修长效机
制。平度市将推进威海路小学、广州路小
学北校区建设，力争年底两所小学完成主
体施工，全力保障义务教育学位供给。莱
西市将推进珠海路小学、黄海路中学、苏州
路小学建设，满足城区就学需求。推进农
村小规模学校撤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按照前期生源变化统计情况，一方面，
全市正抓紧建设基础教育段学校设施，另
一方面，多个区市将开展优化教育布局工
作。比如崂山区提出，提升乡村教育品质，
科学有序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撤点并校。
西海岸新区在多途径扩增学前教育公益普
惠学位的同时，将有序推动镇街公办园撤
并和城区小微民办园关停转型。即墨区将
有序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幼儿园，整合农
村教育资源。平度市将合理撤并10所农村
小规模幼儿园（含教学点）。

名校集团带动教育内涵发展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是当前教育领域的战略定位。随着
硬件资源逐渐补齐，教育势必向内涵发展
跃迁。

在2月27日召开的市南区教育工作会
上，市南区教体局局长焦淑军表示，市南区
将拓展与高校、优质高中合作办学路径，扩
大紧密型教育集团覆盖面，打造贯通培养
新模式。市南区将关注集团学校内部发展
不均衡问题，突出集团成员校的特色发
展。既要促进集团学校教育资源的共建共
享，提升集团总体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又
要保持各自学校的文化特性，达到“和而不
同、合力共生”的效果。

利用区域内或国内的名校资源，通过
集团化形式赋能基础教育，是各区市的通
用做法，也是经过验证的办法。比如李沧
区的青岛二中附属李沧学校、青岛实验初
中李沧分校和青岛五十八中附属初中启用
后，就带动了周边的教育生态向好。2024
年，李沧区将依托青岛五十八中和山东大
学教育集团优质资源，打造青钢片区和创
新创业活力区教育发展新片区。量质并举
推进集团化办学，坚持名校带新校、强校带
弱校的集团化办学思路，实现优质教育集
团增容，形成一批特色优势鲜明、辐射带动
力强的品牌化学校，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

西海岸新区将探索制定集团化办学优
质学校孵化管理办法，打造2到3个市级中
小学教育集团典型。启动东中西区域教育
提升发展战略，在东北部片区，实施黄岛街
道片区教育提升工程，增强优质教育供给能
力；在中部片区，实施星光岛片区教育登峰
计划，建强青岛西海岸中学，组建跨学段教
育集团，推进办学水平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水平双提升；在西部片区，持续推进强镇筑
基和乡村教育振兴，逐步实现区级强镇筑基
试点乡镇全覆盖，提升乡村学校办学质量。

城阳区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与山东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岛大学合作共建区
域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建设1到2处实
验校。推进教学改革试点，落实教研员“包
联学校”“3+2”制度，深化“目标导向—问题
驱动—六学联动”教学策略实践，推进“百
花齐放”式课堂教学改革，评选区级教学改
革示范校、优秀教学改革案例。健全作业
管理机制，规范作业设计、批阅。构建拔尖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推动“强基计划”向初
中延伸。建立“清北目标学生责任清单”，
实现尖优生培养新突破。

构建本土化教师专业发展生态圈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高质量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培养高素质学生关键要靠高素质教

师队伍。”在期初调研时，市教育局局长姜
元韶多次强调教师培训的重要性。

市南区将打造“最优”班主任队伍，启
动区 20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关注思
政、科技、家庭教育指导等学科教师的成长
和发展，在职称评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通
道和平台，构建市南本土化教师专业发展
生态圈。崂山区选聘 A、A+学科硕士毕业
生和国家公费师范生 47 人。实施“教育名
家种子”计划，探索名师晋级研修机制，遴
选崂山区第四期名师培养人选50人开展为
期3年的培养，积极开展青岛市名师培养人
选等评选推荐活动，培育高层次教育教学
人才梯队。西海岸新区拓展高层次人才引
育渠道，实施教师招聘“双百”工程，招聘教
育高层次人才 100 名、公费师范生 100 名。
建立编制动态管理机制，优化城乡、校际师
资配置，交流轮岗教师300人以上。推进学
区、教育集团、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优秀教
师共享使用机制，推行优秀教师跨校走教，
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师资。平度市将推进
尖兵教师培养“三个一”工程，遴选 50名奥
赛教练员。加强班主任工作培训和工作交
流，构建以班主任为核心的特色禀赋学生
培养会商机制。即墨区将研究制定人才引
进办法，做好新教师、优秀人才招聘引进工
作。做好城乡干部教师交流工作，缩小城
乡师资水平差距。

提升教师能力素质不只是做加法，还
要做好减法。李沧区探讨推进教师能力素
质提质增效，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严格规
范非教育教学活动进校园，营造教育教学
良好环境。进一步梳理班主任工作职责，
提升班主任专业素养，激发班主任工作积
极性和发展内驱力，提升教师职业幸福
感。西海岸新区将实施师德综合评价记录
试点，完善师德师风承诺制度、负面清单制
度，建立健全常态化师德考评督查机制和

“黑名单”曝光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
资格认定、教师招聘、职称评审、年度考核
的首要条件。

持续提升智慧教育水平

数字时代，智慧教育向教育更深处漫
溯。青岛各区市都对提升智慧教育水平提
出了发展路径。

各区市建设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等在智
慧教育中发挥了作用。李沧区提出，深化
基于大数据和信息环境的因材施教、学习
分析和学业评价，优化考试数据分析系统
评价功能，数据赋能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
升。指导学校创建青岛市智慧校园建设应
用特色学校和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学校。崂
山区打造数字赋能集团化办学、精准教学
及智慧体育、美育等应用场景，持续开展数
字化转型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实验室达到
43间。为3至9年级约3万名学生免费配备
智慧学习设备，通过 AI课堂评价与智慧教
学模式创新，推动“教、学、管、研、评”教育
信息化手段全方位覆盖，实现精准教学和
因材施教。

除了课程和设备，智慧教育需要专业
教师、推广平台等条件。西海岸新区将开
展全区干部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测试，建设
教师全息科学评价系统，持续推进数字化
转型人才培养。城阳区要求深化人工智能
教育普及提高和全员测评，擦亮“区长杯”
青少年人工智能赛事品牌。加强小初高一
体化信息学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推进中小
学信息学基地校建设，筹备 2026 年全国青
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胶州市将加快
实施智慧教育环境提升、教育治理服务能
力优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智慧教学变革

创新、优质教育资源覆盖、信息素养全面提
升行动，培育教育数字化典型应用场景，争
创山东省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2至3所青
岛市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6至 8所青岛市
智慧校园建设应用特色学校。平度市提
出，重点打造 10 所智慧教育平台应用示范
校，为城区6所中小学配备人工智能教育实
验室。对20所学校实施订单式培训。遴选
40名青岛市首席信息官、数字化领航校长、
数字化精英教师。

加快完善学生生活服务

有温度的教育能够滋养每个学生的心
灵。在青岛各区市教体局提出的2024年工
作计划里，为民服务的部分亮点纷呈，让人
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课 后 服 务 、学 生 早 餐 、农 村 学 校 校
车……这些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频
繁出现在各个区市的教育工作要点中。市
北区将进一步丰富课后服务课程超市，拓
宽课后服务优质资源供给。西海岸新区将
丰富“菜单式”课后托管课程体系，试点义
务教育课后服务选课走班，提高课后服务
质量。完善随班就读、送教上门保障机制，
加强随班就读示范校(园)建设。

崂山区将为全区27所农村幼儿园实施
取暖提升工程。将农村小学、初中学区范
围内校车服务起始乘车距离由 3公里、5公
里分别优化为2公里、3公里，这一服务将惠
及 8000 名学生。崂山区还提出开展幼儿园
办托班试点和延时托管服务试点。鼓励支持
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新增托位360个
以上。适时研究对有开设早餐需求的学校给
予支持，试点为中小学生开设营养早餐。

2024 年，加快推进高质量终身教育体
系建设写进了青岛各区市的教育工作要
点。李沧区将依托青岛开放大学李沧分
校，增加老年教育、社会教育优质资源供
给，扩大教育覆盖面。打造“汇学琴岛——
社教李沧”社区教育品牌，培育优质特色社
会教育项目和学习品牌。城阳区将开展“终
身教育学习月”系列活动，组织“魅力夕阳，
和谐乐园”“剪出多彩生活”系列培训；增加
老年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新开发微课程8门
以上、打造市级老年教育示范点1个。

目前，《青岛市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
三年行动计划》中的多
个项目已经完成目标。
在收官之年，各区市教
体局的工作规划将助力
教育高质量发
展跑出加速度
和新高度。到
计 划 收 官 之
时 ，青 岛 将 培
育 推 出 一 批
家 门 口 的 好
学 校（ 幼 儿
园）、优 质 教
育 集 团 和 教 育 强
镇 ，各 区（市）基
本 达 到 国 家 学 前
教 育 普 及 普 惠 县
和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县创建
标准，学前教育普
惠优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普通高
中 特 色 多 样 发 展
格局基本形成，学
位 充 足 、布 局 合
理、资源优质的教
育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基本建立。

各区市发布2024年教育工作要点，在基础设施建设、集团化办学、教师梯队培养、
发展智慧教育、优化学生生活服务等方面发力

三年行动迎“收官”，青岛加速教育优质资源倍增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新学期伊始，青岛
各区市教育工作会
陆续召开，具有区域
特色的 2024 年教育
工作要点也全面发
布：在对教育资源需
求迫切的区域，基础
设施建设加紧布局；
通过集团化办学、教
师梯队培养等措施，
对初中学校强效提
质、新校高位发展实
施精准赋能；加强教
育服务功能，探索让
中小学生能在学校吃
上早饭，让课后服务
更加丰富……按照
《青岛市基础教育优
质资源倍增三年行
动计划》，2024 年是
收官之年。为了冲
刺教育优质资源倍
增的目标，青岛各区
市有了更加明确的
实施方案。

青岛冲刺教育优质资源倍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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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宁夏路小学的学生在上冰雪课程。

■航拍富春江路小学教育
集团团结路校区。

●提升教育集团总体办学水平
青岛各区市利用名校资

源，通过集团化形式赋能基础
教育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积极开展青岛市名师培养

人选等活动，培育高层次教育教
学人才梯队

●提升智慧教育水平
推动教育信息化手段全方

位覆盖，培育教育数字化典型
应用场景

●优化学生生活服务
拓宽课后服务优质资源供

给，加快推进高质量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