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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幸福教育阳光普照孩子心田
———八公山区全力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尤 佳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全面普及”
到“优质均衡”，从“一个都不能少”到“家门
口的好学校”， 八公山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不动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大
教育投入，均衡配备教育资源，持续提高教
育质量，唱响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奋斗
之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

教育优先，最好的资源给学校
在八公山区，最漂亮的建筑在哪里？ 学

校！
政府用心，办好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八

公山区以“新时代优质特色学校”创建发展
为载体，破解薄弱环节，投入 2000 万元新建
综合楼，改造校舍、多功能室和运动场地。完
成了区一中、区五中综合楼建设，区一小、区
二小、区七小运动场改造，张楼小学音乐、美
术专用教室建设、 区三小功能室改造升级
等。

把最好的资源给教育，最好的教育给孩
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把每一所学校办好，
关心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让每一名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享受平等优质教育，已经成为八公
山区全区上下的共识。

举全区之力、集全区之智、聚全区资源
统筹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八公山区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优先规划教育、财政资金
支出优先保障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优先满足
教育、人员配置优先弥补教育、建设用地优
先用于教育。该区成立了以区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先后出台
《八公山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
实施方案》《区领导联系学校制度》 等近 10
个文件。同时将义务教育学校经费全额纳入
财政保障范围，落实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
减”要求。 2022 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较上年增长 7.58％，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
费小学生较上年增长 10.94%， 初中生较上
年增长 9.31%。

坚守教育公平底线。该区坚持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做好随迁子女就近入学
工作。 对残疾儿童坚持全接纳原则，实行随
班就读、送教上门。多部门联动，完善留守儿
童关爱机制，成立留守儿童之家，建立留守
儿童管理工作档案，定期开展关爱活动。

集“智”聚“慧”育人。该区进行教学设备
升级和智慧校园、 创客空间等信息化建设，
建成网络多媒体教室 276 间，全区所有学校
均完成智慧课堂建设， 中小学校宽带接入
率、校园网建有率、网络畅通比例、班级多媒
体配备率均达到 100%。

优化师资，最大的尊重给教师
八公山区深耕教育人才基础，树立名师

品牌，目前推选出 40 位“八公山名师”，成为
八公山教育亮丽名片。近 5 年来，评选出省、
市、区“学科带头人”63 人、“骨干教师”110
人、“教坛新星”71 人，2 名教师获省“教坛新
星”称号，1 名教师获省“最美教师”称号。

教育要办好，教师是关键。 在推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征程中，八公山区坚持
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
措，不断加大教师引进、培养力度，进一步优
化教师专业结构，全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
专业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盘活教师资源，激发教育活力。该区全力
推进“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健全城乡互动的
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合理配置区内高学历教
师、骨干教师、音体美劳专任教师，为师资队
伍注入活力。 近年来，共有 219 名校长、教师
参与城乡、学区、校际间交流，交流比例超过
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4%， 骨干教师占
交流教师比例的 37%。 为保证城乡教育教学
优质均衡， 全区新招聘教师优先充实到农村
学校，让不同区域的孩子享受同等教育资源。

重视师资培训，打造高素质团队。 该区
坚持以师德培训为先， 以教师业务培训为
重，拓展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扎实做有
温度、深度、高度的中小学教师培训，全力锻
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 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选派优秀教师到高校、
名校接受高水平培训，实地感受一流学校的
教育教学经验。 邀请专家、优秀教师到八公
山区开展专题培训、教学指导，拉近与专家

的距离，缩小与名师的差距。 各校结合实际
有效开展校本研修，通过专业引领、名师示
范、课例研讨、教学实践等方式，实现精准施
策、定向施培。

特色办学，最实的成效惠学生
一所学校，便是一张教育名片。 特色教

育是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办学品位和育人品
质的有效路径。

八公山区着力打好特色牌，实施德育为
先、智育为重、体育为基、美育为要、劳育为
本的“五育”课程规划，推动各中小学特色
化、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努力培育全面发展
的时代新人。

突出德育实效，浸润生命底色。 该区充
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用活用好国旗下讲
话、主题班队(团)会等载体，提升学生思想道
德水平。 建立区级思想政治教研基地，由省
特级教师主持工作， 思政教育教学扎实开
展。

提升智育水平，筑牢知识根基。 该区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开齐开足开好课程，着力
完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增进课程效
能。

拓展体育技能，强健身体机能。 该区积
极落实阳光体育运动，并注重发展特色体育
项目，推动五禽戏、永京拳等传统运动进校
园，夯实校园足球发展根基，全区共 5 所学
校被评为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

深化美育熏陶，涵养艺术品格。 该区坚
持美育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弘扬传
统文化，开展国学经典诵读展示、戏曲进校
园活动，提升学生创造美和欣赏美的能力。

加强劳动教育，感知社会生活。 全区实
现了劳动实践基地中小学全覆盖，并积极推
行研学旅行、进农村、访展馆等活动，让书本
知识与社会生活高度融合。

与此同时，该区全面加强中小学校园文
化建设，构建出具有区域特色、内涵丰富、百
花争妍的校园文化体系，“一校一品”创建率
达 100%。 八区一中秉承“为生命而教育”的
理念，打造出“五经四纬三板块”的生命教
育脉络。 八区五中将学校特色教育与八公
山地区的楚汉文化相融合， 绘制充满内涵
的校园文化之美， 被评为首批全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八区二小以书为友，
以学增慧，书香溢满校园，获评省“最美校
园书屋”、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八
区三小注重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 ，
厚植学生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的家国情怀，
代表淮南市申报省级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
学校。 张楼小学以红色教育引领绿色发展，
百年学校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双减”政策
落地后，全区中小学开设特色课程，课后服
务全覆盖 ，2023 年辖区各中小学校课后
服务参加学生占比 98.2%； 参加教师占比
91.2%，全区逐步实现校校有特色、生生有特
长、人人有发展的良好局面。

托举幸福，“好学校”建在家门口
提升管理，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 八

公山区率先在全市全面启动学区建设 ，将
13 所区属中小学校均匀地划分至 4 个学
区，实施学校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资
源管理、教研管理、督导考核“六统一”管理

模式，充分发挥学区中心校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实现优质均衡教育，让每个孩子近距离
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抓实教研活动,提升教学质量。 该区发
挥教研工作“研究、指导、服务、管理”作用，
建立自下而上的校本教研、学区教研、区级
教研三级教研网络，营造浓厚教研氛围。 依
托名师工作室、学科教研基地，创新送培送
教送训模式， 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每所学
校，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定期开展八公山名
师、骨干教师、教坛新星送课下乡活动，搭建
城乡教师交流互动的平台。开展全区教师课
堂教学大比武、基本功大赛等，以赛代训，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

强化督导作用，建立跟踪长效机制。 该
区建立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聘任专兼职

督学 16 人，分两个督学责任区，面向全区中
小学开展督导， 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后进行复
查。 创新开展片区经验交流会，针对教育发
展、 教学管理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化建议。
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作为督导重
点，坚持监督与指导并重，持续开展城乡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师资状况的监测
评估，确保全区校际间差异系数保持在合理
区间，不断推进巩固学校均衡发展成果。

教育均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八公山区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脚步从未停歇。 该区将
着眼长远发展，坚持以优质均衡为主线，在做
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做好资源共享文章，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让
每个孩子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八公山区拓展体育技能，深化美育熏陶，努力让每个孩子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陈海涛 摄

打造校园文化阵地
彰显生命教育特色

本报讯 八公山区第一中
学本着“为生命而教育”的办学
理念，以“五大行动”为载体，积
极打造“生命教育”特色学校，引
导师生关注生命、 敬畏生命、热
爱生命、发展生命。

该校积极打造生命教育主
阵地， 创造生命教育浓厚氛围，
建有创客空间、散打室、生命教
育文化展馆、 生命教育文化长
廊、生命教育文化墙、竹文化园、
一闻园、树人园等。 以“为生命
而教育”为主题的文化石项目已
经落成，以“生命教育”为特色的
文化林、文化墙、竹文化园、文化
长廊、生命教育展厅和劳动实践
基地为学生们提供了肥沃的成
长基地。 同时，围绕“安全教育

守护生命、 心理教育润泽生命、
感恩教育热爱生命、劳动教育尊
重生命、多彩活动发展生命”，将
生命教育融入到校园建设，全力
创建生命教育共同体，将校园分
成德育区、智育区、体育区、美育
区、劳育区五个区域，让师生的
生命因德育而崇高、因智育而创
新、因体育而健康、因美育而多
彩、因劳育而收获，学校德育管
理成绩突出， 教学成绩稳中有
升。学校曾荣获全国足球特色学
校、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
范学校、 省节能减排示范学校、
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 淮南市
文明校园 、淮南特色初中等荣
誉称号。

（本报记者 何婷婷）

培育特色文化
打造“博雅”教育品牌
本报讯 八公山区第二小

学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强校、文
化兴校 ”的办学战略 ，秉承 “诚
信、博学、践行、超越”的校训，矢
志不渝地实践并发展 “科学求
真、人文求善、德艺求美、教学求
能”的教育理念，构建了“博雅”
文化体系，力求实现从五育并举
到五育融合的课程建设。

近年来该校不断提升办学
条件，构建了一流的智慧课堂、录
播教室、创客空间、科学探究室、
劳动实践室、 美术室和校园书屋
等，修建了塑胶运动场。同时积极
打造博雅书香校园， 让书香特色
深入人心，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德育活动、教学工作、教师队伍建

设等浸润书香，儒雅从容。学校还
坚持实施 “青蓝工程”“名师工
程”， 引领教师走专业发展的道
路， 历练一支爱岗敬业、 学识广
博、业务精湛、勇于创新的“博雅”
教师队伍，培养了一批省市“学科
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坛新星”
“教学能手”等。 此外，学校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少儿舞
蹈、合唱、美术、经典诵读、英语短
剧、科学小论文、电脑制作等在全
国及省、市、区级各类比赛中均取
得优异的成绩， 培养出一批具有
博学个性的素养、 信雅端庄的气
质、阳光健康的体魄、行为文明的
博雅少年。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深化体教融合
擦亮足球特色名片

本报讯 八公山区第六小
学前身是淮南矿务局李咀孜煤
矿职工子弟小学， 2017 年 5 月
加入八区二小教育集团， 现为
八公山区第二小学北校区。 该
校作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秉承 “为每位师生
终身发展奠基 ” 的办学理念 ，
力争使全体师生向着献博爱之
心、 兴博学之风、 做博闻之人
方向努力。

该校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
足、开齐各年级体育课，包括普
及基础知识、培养运动兴趣和树
立健康意识； 开展好大课间，坚
持多年如一日的全体师生晨跑，
确保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达
1 小时以上。 组织开展好每年一
次的体育达标运动会、校级“谁
是球王”足球联赛。 利用课后服
务设置足球课，进行体能、技巧、

比赛战术推演、模拟对抗等强化
训练，以练备赛，以赛促练。因地
制宜， 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生
理、认知及身体特点，有计划进
行足球意识的培养、 足球文化
的熏陶、足球技能的训练。 学校
各班级做到了“足球四个一”，即
组建一支球队、 拟定一个队名、
喊响一句口号、 设计一面队旗。
同时还根据年级不同，设置不同
的足球教学内容：针对低年龄段
学生，设置画足球+足球场体验；
针对中年龄段学生， 设置说足
球+足球场体验+足球基础知识
掌握+校级足球联赛；针对高年
龄段学生，设置爱足球+足球场
体验+足球基础知识掌握+校 、
区、市三级足球联赛。 近几年该
校获得市、区“优秀教练员”达二
十人次，“优秀运动员”近三十人
次。 （本报记者 何婷婷）

建设“国学养善”
特 色 文 化 校 园

本报讯 八公山区工农小
学以“善”为文化主题打造“国学
养善”特色文化校园，培养学生因
“善德”而通达，因“善智”而知行，
因“善体”而阳光，因“善美”而多
彩，因“善劳”而快乐。

工农小学位于八公山脚下，
是一所农村小学， 现有 10 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 236 人，教师 34
人。 该校设立了经典诵读打卡
地，课下学生们常常聚集在这里
进行经典诵读的比赛，共享诗词
之美，将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传
承下去。利用小花园打造晨读小
天地，清晨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手捧一本书在铺满鹅卵石的
小路上大声朗读，用朗朗的读书
声迎接清晨第一缕阳光。乒乓球
是工农小学的传统特色体育项
目。 该校力求以球育德、以球健

体、以球促智，培养师生团结、拼
搏、积极向上的良好品质；全面
提高师生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
此外， 该校还以 “劳技能手”为
首，带动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劳动
实践，并将劳动实践与写作教学
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
发展。老师们根据时令组织学生
挖地、平整，带领学生来到基地，
拔草、施肥、浇水，观察农作物的
生长过程， 并制作劳动实践基
地记录手册，让学生进行记录。
在淮南市首届中小学劳动教育
研究课题活动中， 工农小学成
功申报了劳动教育课题， 学校
将基于农村地域特色对小学劳
动教育课程进行创设与实施研
究。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杨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