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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黄龙县实施初高中一体
化改革，形成“制度共建、师资共用、教学
共研、文化共育、资源共享、质量共谋、发
展共赢”的初高中一体化发展格局，初高
中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得到了提高。

“构建高中衔接初中的办学模式
后，就实现了资源共享、师资互派、统
一教学、一体考核，整合利用优质资
源，提升了育人能力，促进了学校内涵
发展。”黄龙县中学初中部教师刘俊峰
对记者说。

据了解，2021年，黄龙县将县城 1
所初中、1所高中纳为一体管理改革，
以“高”带“低”，实现初高中教育“一体
化”模式。初中部和高中部一体化管
理，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总校长负责

制，总校长由黄龙县中学校长担任。
在高中部、初中部分设执行校长，接受
总校长的统一领导与管理。

改革后，办学方向、办学思路、校
园文化、教风学风等统一了，办学目标
明晰了，形成有特色的一体化办学模
式。打破了校际界限，师资调配统一
了，统筹调配教师，双向交流、优势互
补，健全激励机制，注重阶梯培养，激
发内生动力，促进人尽其才、专业成
长。资源配置统一了，根据实际需求，
学校校舍场地、设施设备、仪器器材等
教育教学资源，统一调配使用，充分满
足教育教学需求。管理制度统一了，
根据学段特点，健全教育教学、教育评
价、财务管理等制度，统一组织管理，

全面提升学校内涵发展。在教师岗位
设置、人员聘用、职务（职称）晋升、薪
酬待遇、评优评先等方面，统一考核办
法，建立公平公正、科学合理、有利于
教师履职尽责、争先创优的激励机制。

“实施初高中教育一体化改革，打
破了初高中校际壁垒，在教育目标、教
育理念、管理体制、教学行为等方面进
行深度融合，落实改革专项资金 45万
元，精简分流教师16名，德育、教学、教
研活动一体化开展，优质教师资源均
衡调配，初高中衔接更加有力，高中优
质生源稳步增加，2022年高考二本上
线实现四连增，中考质量蝉联全市第
一。”黄龙县教科体局局长吴俊峰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任重道远。教育是最大的
民生事业，事关长远发展，涉及千家万
户，群众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期盼是
无止境的。

如今，黄龙县初高中教育实现快
速突破发展。通过实施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实现了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
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

“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城乡学
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额全面消除，县
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2022年 7
月，黄龙县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县创建省级验收，办学水平
迈上新台阶，崭新的一页已经打开。

“来之前，我想着基层的条件不好，可能一时半会适应不了，没想到学校的环境这么好，处处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学习氛围，来了一周后，我就爱上了这
里，感觉真的是来对了！”这是黄龙县白马滩初级中学支教老师折丽芹的切身体会。

近年来，“到基层支教”成了黄龙县城区教师的热门话题。去年秋季，教学经验丰富的英语教师折丽芹由黄龙县中学委派，来到白马滩镇初级中学支教。她
清楚，学校派她来支教，不是简单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县上实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推动教育改革，满足群众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的需求，是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从2021年起，黄龙县实施了初高中教育“一体化”改革、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学前教育“一体化”改革，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折丽芹口中说的“来对了”，不仅
仅是说她能适应这里的条件，而是指
她体验到了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教育价
值。

白马滩镇初级中学年轻教师较
多，4位英语教师都是近几年招聘的特
岗教师。年轻教师思想活跃，学历高，
知识层面广，但他们缺乏教学经验和
方法。他们在平时教学中出现的困
惑，折丽芹可以帮助解答，也可以把他
们的问题提交给自己学校的同事群，
一起来研讨。

折丽芹也经常向他们询问一些教
材外的知识，取长补短，形成浓厚的教
研教改氛围。多半年下来，折丽芹明
显察觉到这些年轻教师教学方法成熟
了，课堂驾驭能力提高了。

和折丽芹一样，吕春叶是黄龙县
中心小学委派到白马滩镇中心小学的
支教老师。她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
在基层任教，那时感觉基层学校教学

设施落后，教师年龄偏大，教学理念滞
后。后来，调到县中心小学，随着工作
时间的增长，我的教学理念不断更新，
教学水平得到提高，还取得延安市教
学能手的称号，我就一直想着能为乡
村教育作点贡献。正逢学校提倡骨干
教师下乡支教，我就积极报名，带着满
腔热情来了。”

吕春叶来到白马滩镇中心小学
后，同样感觉到学校环境非常好，校容
校貌不再是她记忆中的模样，而是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的教师也
很年轻，但很多都是新入职的特岗教
师，他们的教学方法亟待提高。

吕春叶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工作中
去，除了上好示范课外，作为教学主任
的她主持开展了很多教学活动，“新进
教师专业培训”“一帮一师徒结对”“校
级骨干教师培训”……她将黄龙县中
心小学先进的教研教改活动带到这
里，有效破解了年轻教师的困惑，让这

些刚入职的教师们迅速成长起来了。
与下乡支教配套的是基层教师到

县上跟岗学习。今年刚开学，圪台中心
小学的特岗教师李凯就来到黄龙县第
二小学跟岗学习，几位老师针对知识点
的梳理以及课堂技巧方面，让他更新了
理念，开阔了视野，受益匪浅。

李凯说：“跟岗学习是紧张而忙碌
的，但又是充实而快乐的。通过全方
位接触交流，特别是听了多位语文老
师的课后，感觉他们授课饱含激情，教
学设计和讲解富有创造力和趣味性。”

黄龙县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着力解决的是优质均衡问
题。“以城带乡”是具体措施之一，每所
城里的学校都帮带一至三所基层学校。

城区学校成立教学指导团队，组
织骨干教师深入帮扶学校开展教学指
导活动，通过线上同步课堂、线下上示
范课、听评课、案例分析、专题讲座等
方式，补齐乡镇薄弱学科、教学短板，

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在
帮带中，学校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实行城乡教师交流轮岗，由城区
学校选派优秀骨干教师到乡镇帮带薄
弱学校开展支教、送教，乡镇薄弱学校
选派青年教师、特岗教师到城区学校
跟岗学习、实践锻炼；实施青蓝工程、
结对帮扶，城区每名骨干教师帮带乡
镇一名青年教师，提升业务技能。在
帮带中，师资队伍得到提升。

组织开展课堂教学大赛、教学设
计大赛、教师理论学习微报告大赛等
活动，以赛带练、以赛促教，引领乡镇
教师提升业务水平。常态化开展联
校教研、校本研修、定点教研等校际
交流活动，提升乡镇薄弱学校教研教
改水平。在帮带中，教研教改得到提
高。

据统计，2021年以来，全县累计选
派支教教师 8人，送教 170人次，跟岗
培训86人次。

开学不久，圪台乡幼儿园的老师们
迎来了几位熟悉的“客人”，“客人”们给
他们带来的“礼物”，也让他们在感动之
余，收获满满。

郭薇老师的社会活动课，以实物展
示、图片、视频等多样性的教学手段，让
幼儿了解了大米的生产过程以及农民
伯伯的辛勤劳动，让幼儿懂得了要珍惜
粮食，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李改琴老师上的《动物的保护色》，
通过生动形象的图片让幼儿了解到动
物保护色的作用，感受到了动物保护色
的神奇，培养了幼儿善于观察、乐于思
考的习惯。

“感谢‘送教下乡’活动，他们的授
课方法让我们耳目一新，对于提高我们
的教学水平帮助很大。”在听了石堡镇
幼儿园老师的课后，圪台乡幼儿园的王
老师激动地说。

“石堡镇幼儿园是省级示范园，为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城乡教师
之间的交流互助，提升全县幼儿教师教
育教学水平，我们将圪台和瓦子街两个
幼儿园作为结对帮扶对象，多次开展送
教下乡活动，通过上示范课和引领课、
指导展示课，以及联校大教研活动，让
每个幼儿园发挥自己优势，学习别人的
长处，在联校教研活动中，每个教师都

增强了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黄龙县
石堡幼儿园园长何花告诉记者。

据悉，黄龙县推进学前教育“一体
化”改革，着力解决普及普惠问题。依
托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工作，
强化政府保障，提高保教质量，均衡配
置资源，以强带弱，实现学前教育发展
一体化。

近年来，黄龙县累计投入2600万余
元，新建麻地湾幼儿园，改扩建乡镇幼
儿园7所，新增学位300个，分流城区3
所幼儿园超班额幼儿230名。

该县建立教师补充、激励奖励、培
养培训、交流轮岗机制，招聘乡村幼儿

特岗教师 150名，培训转岗教师 85名。
制定教师全员培训计划、幼儿教师全员
培训、教学能手大赛、幼教专业基本功
及保育员专业技能大赛，培训幼儿教师
240人次，培养省级教学能手2人、市级
教学能手4人。

该县还出台了《幼儿园保教常规管
理工作实施细则》，印发了《黄龙县校际
交流帮扶工作实施意见》，实施城乡幼
儿园联合体，突破了校际壁垒，实现学
校管理、教师发展、教育资源、考核评价
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这些举措，有效推
进了办园条件一体化、师资队伍一体化
和学校内涵发展一体化。

2 以强带弱：“送教下乡，我们来了！”

1 以城带乡：“走，下乡支教去。”

3 以“高”带“低”：“整体办学水平提高了。”● 跟岗教师李凯在上课

▶“放学专线”
方便学生出行

● 石堡镇幼儿园送教下乡活动

● 折丽芹老师在上课

● 学校老师送教下乡

● 青春励志行远足归来

从从““有学上有学上””到到““上好学上好学””
——黄龙县城乡义务教育黄龙县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一体化””改革纪实改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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