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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汇

推进集团化办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让一线班主任更有获得感……

2023年青岛教育这样干
推进集团化办学
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均衡

2023 年青岛教育工作要点中明确，新的一
年将“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联盟办园）改革，持
续扩大优质园和集团化办学覆盖面”。无论是
2022 年 8 月发布的年度重磅文件《青岛市基础
教育优质资源倍增三年行动计划》，还是进一步
细化的《关于新校高位发展行动的指导意见》

《关于推进初中学校强校提质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青岛教育工作的高
频热词。作为盘活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迅速辐射和再生的“利器”，近几年，青岛一直
将集团化办学作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的重要举措。

2019 年底，青岛正式全面启动集团化办学
改革，青岛二中、青岛五十八中、青岛实验初级
中学三所局属优质学校优先试点，三个集团先
后成立。而到了2022年底，青岛一中、青岛二中
与市南区教体局，青岛九中与市北区教体局，青
岛五十八中与李沧区教体局，青岛市教科院、市
教育学会与崂山区教体局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开启新一轮的“一院四校四区”深度合作办学，
青岛一中、青岛二中、青岛九中、青岛五十八中
几大教育集团再一步“扩容”。三年的时间里，
青岛的集团化办学迭代发展。不断打破城乡、
区域、学段界限，创新学校建设、师资等资源配
置方面的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机制，积极探索
多样化集团化办学（联盟办学）模式，这些都指
向一个目标——拓展优质教育资源。

《关于新校高位发展行动的指导意见》的明
确提到，到 2024年全市新建并投入使用的百所
中小学，可提前以融合或聚合方式加入优质教育
集团，探索“一长多校”办学模式，推动实现一体
化办学的政策框架、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拓展优
质学校的校园文化、办学理念、管理方式。支持
新校跨区（市）加入优质教育集团，支持新校与高
校、科研院所、市级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核心校、社
会专业团体等结对共建，探索联合育人新模式。

新校借势教育集团高位“起跑”，对于传统
的老校，同样也借助集团化的力量实现“蝶
变”。《关于推进初中学校强校提质的实施意见》
中的“首个”重点任务就是推进集团化办学行
动，从12所市级初中实验学校中择优选核心校，
组建教育集团，增加优质学位供给。探索集团
内部中考招生政策改革。探索教育集团成立基
金会，整合社会资源，支持教育集团创新、改革、
发展。推动区市之间优势互补合作开展初中学
校集团化办学。

按照《青岛市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三年
行动计划》划定的目标，到 2024年，全市幼儿园
联盟办园参与率达到 100%，中小学集团化办学
覆盖率达到50%，薄弱中小学参与率达到100%，
推出一批特色优势明显、辐射带动力强的示范
性联盟和教育集团。

破除人才培养“瓶颈”
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程

信息学竞赛、物理竞赛战绩辉煌，刷新历史
最好成绩；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青岛学
子包揽冠亚季军；全国地球奥赛国家队 8人中，
青岛学生占据三席；全市 50名学子借助强基计

划考入“双一流”高校，13人强基进清华北大，强
基计划录取人数占全省的 26%；青岛入选国家

“英才计划”实施城市，更多学生进入优质高校
就学……这是2022年青岛学子创造的新纪录。

2023 年全市教育工作要点提到，新的一年
将探索开展初中学校分层教学试点。全面实施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加快构建大中小学贯
通培养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破除创新人才培养中的“瓶颈”，为拥有特
殊禀赋的学生创设更加畅通的上升通路。在刚
刚出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创新人才培
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这一图景有着更有力
的描绘。按照市教育局的规划，青岛将利用3年
左右的时间，各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
健全，学生的创新素养明显提升，特殊禀赋学生
适性充分成长，全市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课堂永远是教育的主阵地，教与学则是禀
赋学生培养的最核心部分。青岛将继续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将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增强
科学兴趣和创新意识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注重挖
掘利用学科课程中的创新要素，积极探索基于情
境、问题导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
等课堂教学，加强课题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性学
习等跨学科综合性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
极提问、自主探究。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
开发十二年一贯制创新素养课程和“大学-中学”
贯通课程。推进发明创造课程的设计、建设和实
施。在中小学广泛开展创客教育、创新创业教
育，普通高中全面开设科技教育选修课。

孩子的成长是连贯的，但一个学生从小学
到初中再到高中，从一所学校迈入另一所学校，
难免存在学段割裂的实际难题。为此，青岛将
加强各学段贯通培养，全市确定部分试点学校，
探索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筑基计划”“奇点计划”

“英才计划”“强基计划”，为有创新潜质和学科
特长、学有余力的学生营造更适合的成长成才
环境，搭建成长发展绿色通道。

提高岗位重要性
让一线班主任更有获得感

研究制订加强新时代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指
导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班主任队伍建设“雁阵
工程”、评选班主任带头人、举办首届中小学班

主任节、强化班主任心理专题培训……在 2023
年青岛教育工作要点中，有一个群体被反复提
及，这就是班主任队伍。班主任是中小学思想
道德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在刚刚
过去的2022年，面向责任最重、工作最累的班主任
群体，青岛也以最高的诚意，配套了一系列专业成
长、个人晋升、职称奖金等方面的措施，礼遇班主
任，进一步提升岛城学校班主任的管理水平。

从创新机制建设、搭建成长平台、打通发展序
列等方面，青岛首次创设班主任带头人称号，打造

“雁阵工程”班主任队伍建设品牌，构建“典型引
领+学术成长+培训培养”雁阵格局，覆盖全市2.8
万名班主任。去年，青岛还举行全市中小学班主
任工作创新发展论坛暨山东省优秀班主任工作室
授牌仪式，分学段配备13名班主任教研员，培育出
22个省级优秀班主任工作室、60个市级名班主任
工作室，20余位一线班主任在全国、全省班主任
各类专业大赛中荣获一二等奖。

按照青岛市教育局的最新政策，在教师年
度考核、奖励性绩效工资、职称评聘晋升、评优
评先等方面，将向担任班主任特别是长期担任
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工作成效显著的教师倾
斜。增设青岛市“班主任带头人”学术称号，纳
入教育教学带头人评审系列，与学科带头人享
受同等待遇。打通青岛市中小学班主任“青年
教师基本功—班主任优质课—教学能手—班主
任带头人—名班主任”五级学术成长阶梯，为培
养高层次、专业化的班主任队伍奠定基础。发挥
省、市、区（市）、校名班主任作用，加强各级名班
主任工作室建设，培养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名
班主任，建立省、市、区、校四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联动机制。通过导师带徒、论坛沙龙、工作研
讨、科研创新、课题立项等途径，带动和促进全
市班主任队伍专业水平的总体提升。

分学段设立市、区两级中小学（含职业学
校）的班主任教研员，组织开展班主任工作的日
常教研、集备活动，提升班主任队伍的职业素养
和育人技能。将班主任培训纳入教师培训规
划，建立初任班主任、新秀班主任、骨干班主任、
名班主任梯队培养机制，形成全覆盖、分层次、
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的“金字塔型”班主任培
训管理体系。按照青岛市教育局划定的目标，
到 2024年青岛名班主任将数以千计，每两年将
择优遴选100名班主任带头人。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王晓雨

1月10日，2023年青岛教育工作要点正式发布，为
新一年的青岛教育发展“划重点”。而在之前的1月3
日至9日，短短一周时间，《关于新校高位发展行动的指
导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品质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
建设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创新人才培
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批重磅文件相继发布。新年伊
始，这一系列政策的出炉，率先跑出新一年青岛教育发
展的“加速度”，奏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声音”。记
者注意到，无论明确划定的今年工作要点，还是近期密
集出炉的文件，均瞄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创新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等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难点问题，新
一年的青岛教育致力于破定式、开新局、育先机，向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起冲刺。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幼儿园破除集团化办园优质均衡发展难题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幼儿园破除集团化办园优质均衡发展难题，，1010年间创建了年间创建了77所新园所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