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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教育局、青岛日报社联合主办

品牌的力量
成长的声音

新建改扩建学校、幼儿园，加强科学教学、提升科学素养，关注
学生心理健康，提升教师“贯通教学”能力

建设教育强市，青岛各区市“亮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世锋 杨琪琪

连日来，青岛各区市相继举行2025年
教育工作会，区域特色教育工作要点陆续
发布。各区市立足自身实际，将在学校建
设、创新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新建
改扩建一批学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
局；开展科学教育，实施不同形式的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有效路
径。同时，多个区市还明确启动中小学

“贯通教学”教师能力提升计划，整体提升
教师队伍水平。

青岛全面加快教育强市建设，各区市
有了更为明确的实施方案。

市南区

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

市南区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最优教育在市
南”高质量发展体系，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
设。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组织校长、干部赴
北京大学等高校浸润学习，到北京、广州、深圳
等地区实地学习，锻造培养“教育家型”校长。
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优质专家资源纳
入教师培训课程，深入实施全学段教师交流共
享机制，探索“幼小衔接”和“小初衔接”教师配
备模式。

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4个融合型、10个
聚合型教育集团提档升级；提前布局好小学高
年级、初中低年级在师资、校舍等方面的衔接贯
通工作。加强幼小初高大学段衔接贯通培养，
形成衔接贯通课程及创新人才素养提升课程体
系。探索推进托幼一体化管理，支持有条件的
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初中和小学阶段
体质监测优良率目标提升3个百分点，幼儿园、
小学体质健康监测全覆盖。高质量推进青岛市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启动实施“市南沃
土项目之创新思维训练营”，评选科学教育典型
案例、科学教育创新项目等奖项，探索科学教育
实施的有效途径和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市北区

持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

市北区将继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持续推进
新校高位发展行动。实施全域初中强校提质“一
号”行动及教育教学改革“2147”工程。深化“4+
3+N+X”“初小共同体”“一长多校”等集团化办
学机制创新，中小学参与集团化办学100%全覆
盖。与青岛大学开展新一轮合作，升级打造“四
校一院一基地”，形成“立体化SART教研协作模
式”。完善普惠性幼儿园管理机制，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提升到70%以上。

顶层布局“大教研”职能，建设 10所教学改
革示范校、100门学校课程、1000个数字赋能教学
案例。在初中学校广泛实施多元增值评价改革，
经验做法力争在全省全市推广。实施好“科学家
进校园”活动，开发100个“科学+”跨学科案例，
打造100门科学类精品课程。在7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探索五六七年级小循环教学模式，从小学中
选取能够胜任小循环教学的教师，利用三年时间
培养100名贯通学段教师。

实施数字化赋能行动，构建市北区智慧教育
数字基座，建设区域智慧作业平台。高质量普及
人工智能课程，建立人工智能示范校、数字化领
航工作室，建立“数字化创新教师人才库”。推广
幼儿园延时托管服务。优化义务教育招生报名
渠道，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完善义
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政策。巩固校园食堂整治
成果，打造“一主五翼一惠”学校食堂（配餐）智慧
管理模型。

李沧区

强化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2025年是李沧教育质量巩固提升之年。李
沧区将持续推进义务教育扩优提质，加快推进
青钢片区九年一贯制学校等中小学建设，启用
上王埠中学，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探索创
新人才培养有效路径，提高初中学校核心发展
力。积极推进“学科快速发展学校”和“学科引
领发展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形成具有学校
特色的典型经验与典型案例。

加强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上好科学课，提升
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加强科学课程建设，强化
实验教学，组织开展科学实验操作大赛。大力
支持开展中小学生科技节、科学家进校园、科普
宣传周等活动，鼓励师生走进各类科普教育基
地，开展场景式、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的综合
教育实践活动，提升科学教育实施效能。

坚持强师优教，打造高品质干部教师队伍，
启动中小学“贯通教学”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加
速青年教师成长。全面启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系统，试点创建课后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推
动人工智能实验室设备的广泛应用，构建具有
区域特色的人工智能教学课程体系。

崂山区

义务教育学校100%集团化办学

崂山区将积极参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等重大项目实施，持续
推进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改革等试点（试验）。健
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
制，调整崂山区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推进“大兴体
育之风”工作。做好学校游泳普及与提高工作，
打造崂山游泳品牌。落实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完善校园足球培养及竞赛体系。
推进中小学生“阳光亮眼工程”，力争全区中小学
生近视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扎实推进拔尖
创新后备人才专项培养计划，与青岛二中开展深
度合作，以奇点计划、筑基计划、丘成桐少年班为
依托，选取3所试点学校，强化贯通式教育培养。

优化幼儿园结构和布局，建成启用瑶海路
幼儿园、来安路幼儿园，新增学前教育学位 360
个。加快推进教育项目建设，崂山区第一中学
主体封顶；有序推进午山中学、九水东路小学、
合肥路小学综合楼、崂山七中扩建项目建设，配
合做好青岛二中东校区建设工作。优化集团化
办学布局，全区义务教育学校100%纳入集团化
办学。建立数字教育教学、教科研及应用体系，
培育智慧校园6所，打造智慧高效课堂、校园管
理和教育治理等应用场景6个。探索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开展无感知教学全过程评价。高效办
好“教育入学一件事”。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努力打造“五型”模范机关。

西海岸新区

实施教育品质提升行动

青岛西海岸新区围绕“品质西海岸”建设，
实施教育品质提升行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事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
新，打造一批思政课品牌。实施“小眼镜”“小胖
墩”减员计划，提高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加大青少年足球、篮球、冰雪运动等普及和发展
力度，建设学校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社团。创新
构建“631”发展模式，开展校园足球人才培养试
点，探索建设新型体校。加强学校高水平特色
艺术团队建设。

实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提升计划，推进100
所学校、1000 个家庭实验室建设。构建梯队式
奥赛教练队伍，建成用好理化生奥赛实验室，推
动优质资源共享。全面普及人工智能课程，打
造10所“人工智能＋教学”试点校。

优化学前教育学位供给，建成启用公办幼
儿园7所，稳妥推进小微园撤并。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幼儿园10所，科学推进农村合点并校。实
施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加强省市级特色高中和
特色学科基地创建，提高普通高中学位比例。
推进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争创国家级“双优”
项目。启动小学高年级与初中低年级“贯通教
学”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搭建教师专业成长支持体系。

城阳区

实现“省市区校”四级教研联动

城阳区将实施“全域教研”项目，组建“1+N+
X”教师成长共同体，创新“一课一研”“技术+学
术”教研模式；以“山东省区域教育协同创新发展
中心”为依托，引进省教科院教研力量和青岛大
学资源，实现省、市、区、校四级教研联动。

构建初高中学段贯通体系，推动“强基计
划”向初中延伸。擦亮“青少年足球名城”品牌，
建设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探索教医融

合新模式，建立“包校联动”机制，缓解校医缺
口。深化“山海川原·悦劳城阳”劳动教育品
牌。依托全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组织生态
科普教育进校园和生态教育研学活动。

推进“省教科院教科研基地学校”和“青岛
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实践基地”建设，加快省、
市级特色高中创建。创新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模
式，支持区职教中心与青岛工程职业学院合作
办学，争创山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
区（县）。深化校企合作，牵头推进青岛市纺织
服装行业共同体和新能源汽车东西部产教融合
联盟建设；推动服装产业学院、人工智能产业学
院培育、立项建设；实施“引厂入校”“推校入
厂”，开展汽修、智能制造专业生产性实训。

即墨区

优化农村公办园布局

即墨区将深入落实全区教育“一四十百”总
体工作思路，以四大工程、十大行动为抓手，加
快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推进
学前教育普惠发展，加快公办园启用进度，启用
通济首创幼儿园等，扩充学位资源。继续推进
撤点并园工作，优化农村公办园办园条件和布
局，提升园长、幼师专业化水平。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实施初中布局调整行动、农村小学优
化行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扎实推进4处强镇
筑基试点建设。

加快建设龙泉中学，建成启用后将即墨五
中整体迁入，力争实现普通高中全部城区化办
学。建成职业教育园，推进与青岛技师学院合
作办学，加快公办中职教育资源整合。积极推

进计算机专业向人工智能、商贸专业向健康医
养等新兴专业转型。

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广泛开展“艺动城乡”
与教学协作体相关活动，打造“艺动墨城”艺术
教育品牌。深化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推进创
新实验室建设，组织中小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
类科技活动。学校食堂应开尽开，持续推进农
村小规模学校食堂运行补助计划。

胶州市

培养一批优秀“种子教师”

胶州市将实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工程，探索思政课教研、教学、实践协同育人
机制。启动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推进市级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探索“心理医师进校园”活
动，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评估。

打造更加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确保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68%，普惠率和省优质园率
分别保持在 95%、85%以上。深化新校高位发
展，启用温州路学校，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深化
义务教育全域集团化办学，实现强镇筑基行动
省级试点全域覆盖。持续推进胶西高中建设和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青岛上合学校建设。启动
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项目，提升职业教
育国际化水平。

实施“贯通教学”教师能力提升行动，推进
幼小初高课程一体化和教师发展一体化。实施
教师发展“三项计划”（校本研修“共同体计划”、
优秀教师“培育计划”和“三名”人才“引领计
划”），培养一批优秀“种子教师”，培育一批教育
名师、教育名家。探索开展“家长学校晚自习”
公益课堂，遴选200名“种子家长”，带动家庭教
育水平整体提升。

平度市

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平度市将深入实施新时代普通高中优质特
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有序推进普通高中学校
办学质量达标行动。依托市域学科基地交流平
台，积极建设省、市级特色高中和省级特色学科
基地校。依托优质高中+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
校教育集团，扩增优质高中示范引领覆盖面。

优化幼儿园结构布局，平稳撤并一批小规
模幼儿园。投入使用3所配套幼儿园，新增学位
720个。实行省级一类园抽检制度，提高幼儿园
办园质量，优质园占比达到 90%以上。健全与
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
制，加快推进威海路学校、广州路小学北校区建
设，推动农村小规模学校有序撤并。

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综合高中和
普职融通办学模式，积极推进普职融通综合教
育中心二期工程建设。以举办初中后五年制高
职教育为主体，开展精准服务产业发展论证和
专业结构调整优化论证工作。推动“双高”中职
校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平度工匠学
院、技能大师工作室，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莱西市

缩小城乡校际办学质量差距

莱西市将做好该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编制工作，落实教育强市建设重点任务，调
整《莱西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2025-
2035年）》。加快青岛市现代职教园建设，打造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优化城乡学校布局，
缩小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办学质量差距，争创全
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深化职称评审改革，制定《指导意见》，解决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特别是“躺平派”
教师问题。培育一批智慧校园特色学校，打造
一批智慧高效课堂、校园管理、教育治理等场景
应用。适应全市人口出生、流动趋势，科学做好
学龄人口预测研究，加快优质资源建设配置。

发挥普通高中集团化办学优势，探索小初
高一体衔接培养模式，坚持全面、精准、高效备
考，稳步提升高考质量。深化职普融通改革，狠
抓高职升学，突出技能教学，引导学生在中职和
普高之间自主选择。办好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
业教育，增加职业学校招生吸引力。改善特殊
学校办学条件，推进特教学校办学从义务教育
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延伸，建成十五年特殊教
育服务体系。

日前，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中
心公布了2024年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普
通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名单，共认定省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15 门，其中普通本科教
育课程 174门、研究生教育课程 41门。青岛
共有12所高校的57门课程入选，其中普通本
科教育课程44门、研究生教育课程13门。

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科学初探》等7门
本科生课程、《博弈论》等 2 门研究生课程入
选；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测井方法与原
理》等6门本科课程及《汽车动力学与控制技
术》研究生课程入选。此外，山东科技大学有
11门课程入选，青岛大学有8门课程入选，青
岛科技大学有 6 门课程入选，青岛理工大学
有5门课程入选，青岛农业大学有6门课程入
选，均涵盖本科、研究生课程。康复大学的

《医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与前沿进展》研究生
课程入选。青岛滨海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
院、青岛黄海学院、青岛工学院等4所院校各
有1门本科课程入选。

王世锋

驻青高校57门课程
获评省“示范”

日前，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落
幕。青岛市多支队伍参加九宫（IER）智能挑
战赛项并取得优异成绩。

世界机器人大赛自2015年举办至今，共
吸引了全球 20余个国家和地区 50余万名选
手参赛，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此
次比赛，青岛学子在九宫（IER）智能挑战赛
项中表现抢眼，共捧回12个一等奖。其中青
岛十七中学生黄迈、青岛一中学生蒋含瑞、青
岛二中学生王家睿分别摘得高中组别冠、亚、
季军。

此外，青岛五十八中、青岛实验高中、青
岛二中分校、青岛六十八中、青岛杜威实验学
校等多所学校的学生还捧回 10 个二等奖和
26个三等奖。

王世锋

青岛学子捧回世界
机器人大赛冠亚季军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公布国家
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名单的通知》，认定了
61个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青岛市整市
入选。

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将探索建立从学前
到高中以上全学段衔接的特殊教育体系，有
效增加特殊教育学位供给；健全特殊教育普
惠财政保障机制，完善生均财政拨款制度和
资助补助政策，探索建立面向所有残疾学生
的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制度；深化课程教
学改革，落实国家课程标准，规范使用教材，
探索融合教育课堂有效教学模式，完善送教
上门质量管理规范与机制。同时，还将推进
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推进特殊
教育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开发特殊学生
个性化教学与学习资源；推动残疾儿童青少
年相关数据互通共享，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目前，青岛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为每生每年 1.7万元，孤独症、脑瘫症残疾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为每生每年 2.04万元，保障
水平均为全省最高。

王世锋

青岛入列国家
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

日前，山东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开展
“‘走在前、挑大梁’——山东改革创新教学案
例”编写工作的通知》，由青岛科技大学党委

（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联合申报的《引高
校科技创新活水 强城市产业创新基底——
青岛科技大学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和
启示》，作为全省唯一高校案例入选。

前期，为进一步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青科大模式”升级版，擦亮学校特色品
牌，青科大党委（校长）办公室协同相关部
门围绕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做法，形成
了学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下一
步，该校将进一步凝练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典型经验，积极探索开发教学课程和现场
教学点，面向全省广泛推广学校科技成果
转化经验做法。

杨琪琪

青科大一案例入选
山东改革创新教学案例

为全省唯一入选高校案例

■青岛宁德路
小学学生新学期体
验制作海洋沙画。

王世锋 摄

■开学第一
天，青岛育新小学
的孩子将心愿卡
贴上许愿墙。

韩 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