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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问题作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同样存在不均衡的问题。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便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试图通过以哈尔滨市松北区松浦学区教育集团为例,

探索学区化办学组织运行路径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回应当地百姓对优质均衡教育

的需求,为广大中小学校提供可复制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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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path of school district Group education 
——Taking Songpu School District, Songbei District, Harbin as an example 

Jianhua Wu 

Harbin No. 31 middle school 

[Abstract] It was clearly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at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livelihood issues, the education also has the problem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High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aking the Education Group of Songpu School District 

in Songbei District of Harbin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path of school-running organization in school districts,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local people for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education, and provide a 

replicable exampl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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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

公平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

要问题,教育公平日益成为教育现代化

的基本价值体现,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

展的基本出发点,尤其是教育均衡发展

问题,日益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教育政策

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和《国

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40号)等文件中,提出巩固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引导各地将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向着更高水平推进,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尤其是《县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中明

确指出,落实教育公平政策、推动优质资

源共享,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实

施素质教育、考试评估制度改革、提高

教育质量,统筹分配教职工编制和岗位

数量、教师交流轮岗等问题。面对国际

国内教育形势和现实需求,学校作为教

育主体的基本单元,应该作出怎样的回

应呢？2016年3月松浦学区被确定为松

北区首个试点学区,与此同时申报哈尔

滨市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学区化办学

的实践与探索”获批。2018年9月随着哈

尔滨新区“一体化、一中心、双引擎”

教育创新驱动工程的确立,松浦学区教

育集团也正式成立,松浦镇的六所公办

学校和一所民办学校从此由以往的完全

独立的七所学校发展为现在同学段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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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跨学段纵向衔接的多法人的松浦

学区教育集团。试图通过学区集团化办

学的探索,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奉

献一己之力。具体如下： 

1 加强联席共议,做好顶层设

计,制定行走路线 

学区成立之初,首先成立校长联系

会、成立学区管委会,集思广益整章建制,

做好学区工作顶层设计。先后设计徽章、

确定章程、管委会章程、三年发展规划、

年度工作计划,确定学区科研课题、制定

学区工作线路图、推进表等,为后续工作

明确行走路线。 

2 确定学区项目,明确课题分

工,各校牵头包干 

学区将三年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

划中的重点工作划分为六个重点项目,

相应确立了十个微课题,每所成员学校

都牵头包干重点工作,牵头申立项目微

课题,实施网格化管理。本着“共享、共

建、共生、共强”的原则,充分发挥每所

学校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各个成员

学校的优势。每个成员学校既是牵头者,

又是参与者；即是引领者,又是研究者；

即是组织者,又是评价者。形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工作格局。形成了学区课

题与项目微课题两级课题的构架格局,

让项目工作微课题成为学区大课题的具

体化,进而支撑学区课题真正落地。 

2.1加强学区研修,汇聚群体智慧 

主要是同学段学校之间横向联动,

小学和小学,中学和中学同学科教师,基

于课题展开行动研究、互助研修。在三

年多的实践中,以课例研修为主要突破

口。初步形成了“四定、三统一、三研

讨、四关注”的研修模式,即定时间、定

地点、定授课教师、定内容；统一进度、

统一考试、统一质量分析；研讨课程标

准、研讨教法学法、研讨作业设计；关

注课堂评价、关注目标达成、关注学情

变化、关注教师变化。充分挖掘集体智

慧,形成思维互补、能力互补,共同提升

的研修格局。 

2.2构建双师课堂,实现师资互补 

所谓双师课堂是指线上名师与线下

教师课前协同备课、课中组织教学和课

后学习效果反馈的一种新型课堂模式。备

课环节,线上名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

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资源等优势进行

教学设计,线下教师在真实的课堂中采

集学生的数据信息,两位教师共同确定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要素。

上课环节,两位教师职责明确,线上名师

负责组织教学活动,学法指导,重难点突

破,充分发挥名师自身突出的优势,把握

学生的 近发展区,进行思维拓展、实现

能力拔节。线下教师在真实课堂当中随

时关注学生,答疑解惑,监控学情,搜集

信息等作用。反馈环节,线上名师首先根

据课堂上学生的反馈及线下教师现场获

取信息反馈情况作出判断后进行教研整

改,并针对学生实际需求给予共性或个

性化的辅导,布置共性及个性化的作业,

进而不断完善“双师课堂”的教学效果。

双师课堂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可以校

内、校际相结合,也可以学科内、学科间

相结合。 

2.3关注初小衔接,消除学段断层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小学生刚刚升入

初中时会出现诸多不适应现象,也就是

小初衔接存在“断层”,比如教材内容、

教学方法、管理方式、家校关系等方面

都存在断层现象。这些问题会影响后续

的教育教学质量,严重的会出现教育停

滞,甚至倒退现象。解决“断层”的 好

方法就是做好“衔接”,为此我们在小学

初中之间关注“四个维度”、落实“一项

制度”,在小初断层处加强衔接,努力做

到过渡无痕。关注四个维度,一是关注思

想观念的融通,形成战略同盟,让教师们

感受到对口小学和初中是一脉而下的,

而不是孤立的；二是关注教师教研的融

通,形成研修同盟,小学初中教师共同备

课,共研学情；三是关注管理方式的融通,

形成管理认同,学生提前了解初中的管

理方式,提前进入心理预备期；四是关注

学校文化的融通,形成文化认同,提前了

解初中办学理念,做好文化对接。落实一

项制度,即采取“双走校”制。教师走校,

初中教师走进小学校园、小学课堂；学

生走校,小学生提前走进初中校园、初中

课堂。为小初有效衔接做好有力保障。 

2.4落实德育一体化,构建九年教育

体系 

学区内校际间同学段横向联动,跨

学段纵向衔接。共同开发跨学校、跨学

段、立体、多维兼具连续性、延续性的

学区德育课程体系。同学段成立德育研

究共同体,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身心发

展规律、阶段需求,共同确定德育工作

实施方案、主要关注点、活动主题、研

讨题目等。跨学段成立学段衔接协作体,

依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变化规律、课程

变化情况、需求变化规律等因素确定德

育衔接工作方案、主要关注点、确定活

动主题等。重点关注养成教育、诚信教

育、学科德育、主题活动、跨学段衔

接教育等,开发与之相匹配的课程作

为支撑。 

2.5学区校际合力,家校协同育人 

松浦学区地处城乡结合部,留守儿

童和外来务工家庭占比较大,家庭教育

缺失的现象比较严重。为此学区将此项

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共同构建了“同

学段横向联动 跨学段纵向衔接”的家校

共育体系,培养家庭教育师资,开设家长

课堂(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荐家教书目、

微信家教好文；外聘专家现场专题讲座；

学区集体家访、成立家委会、设定家长

接待日等。目前家校关系正在日趋向好,

在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不断体验、感

悟、改变。家长的态度由冷漠、怀疑、仇

视逐渐走向了解、理解、主动参与。 

2.6打造学区特色项目,助推学校特

色发展 

依据学区内各成员学校现有、共有

的发展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

两项学区特色发展项目,促进学校共同

发展、特色发展。 

一是足球项目。学内各校均将校园

足球工作作为学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

作。学区内7所学校中有国家级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2所、省级体育(足球)基点学校

1所、省级足球传统项目校1所、火山明

泉俱乐部青训队合作学校1所。在课堂教

学、组织活动、校园足球训练、参加比

赛等方面各具特色。为此各学校将抱团

发展,共同提升,把校园足球项目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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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育人途径,实现特色育人的项目。 

二是科技项目。同样学内各学校均

对少年科技活动、科技教育非常重视。

其中有2所学校为科技集群成员,有2所

学校曾连续五年在市区小学和初中科技

比赛中蝉联冠军。为此学区将科技项目

列为拓宽育人途径,实现特色育人的另

一个项目。 

3 盘活各校资源,统筹规划利

用,学区资源共享 

3.1硬件资源共享 

校际间统一思想,各种设施设备是

学校的也是学区的,如足球场地、功能馆

室、各种器材均可共享,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格局。 

3.2师资柔性流动 

主要流动举措包括：一是开展走校

送教活动；二是跨学段跨学校选聘考务

人员;三是超编学校的教师向缺编的学

校交流。 

3.3课程资源共享 

一是各校的品牌课程向学区内推

广；二是通过走校送教活动实现课程共

享；三是校际间共同研发课程。 

4 敞开校门办学,政企高校助

力,探索多元共建 

4.1共享原有共建单位 

在学区内开展学校共建单位调研。从

各学校现有的共建单位中选出优质且刚

需共建单位提升到学区共建层面。 

4.2发展新的共建单位 

高校、医院、部队、研究所、研学

基地、工厂、企业、物业发展为新的共

建单位,拓展校外教育实践基地,补充学

校教育短板。 

4.3获得当地政府支持 

与镇政府、街道、社区、派出所等

职能部门进行深层次对接。探索学区教

育综合治理体系。 

以上就是我们课题组三年以来在实

践研究的主要做法,归纳起来就是“四个

维度,六个路径”,经历了三年多的学区

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与实践,学区工作经

历了由“点”走向“面”,由“面”走向

“线”,再由“线”走向“体”的演变过

程,经历了三年的行动研究、实践探索,

各学校初步实现了“共生、共享、共进、

共强”目标。 

总之,教育乃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为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学区集

团化办学意义重大。通过开展学区集团

化办学的探索与实践,发挥学校自身

的功能和作用,奉献学校应有的力量

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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