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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报告会主会场和开幕式设

在鄞州实验中学，浙江省教育学会
副会长朱永祥主持开幕式。浙江省
教育学会会长韩平，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陈如平，浙江省教育
厅二级巡视员朱鸿飞，宁波市政府
办公厅副主任马建江，鄞州区委常
委、副区长张尚兵等出席开幕式。

朱鸿飞在致辞中强调：“浙江
作为经济发达省份，在基础教育发
展上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
宁波市通过国家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区的实践，为全省区域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期待大

家能够以宁波为镜，开拓思路，启
发创新，共同推动我省区域教育事
业迈向更高水平。”

马建江在致辞中表示，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思想的开
放与包容，离不开教育智慧的碰撞
与交流，特别是同行的交流与合
作。张尚兵表示，此次之江教育学
术报告会在鄞州举办，是对鄞州教
育的极大鼓励和肯定，为展示成
果、交流思想搭建了宝贵舞台，也
为鄞州紧跟前沿、把准方向提供了
重要机会。

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韩平作为

活动主办方代表，介绍了此次学术
报告会的丰富议程和深远意义。此
次学术报告会有国内资深的教育专
家的报告引领和点评指导，有区域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和实
践，还有分学段的学校经验介绍和
课堂展示，为与会的教育工作者提
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
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李政涛围绕

“以高质量教研，促进高质量教学”
这一主题作主旨报告，深入解读教
研与教学的内在联系和提升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

如平以“教育强国建设与区域教育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作主旨报告。陈如
平认为，教育不仅要全面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而且要直
接服务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教
育强国建设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而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给区域教
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由
此，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抓
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扎实实施新
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第二，优化区域
基础教育布局和结构；第三，大力提
高公共教育服务；第四，着力提高区
域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如何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
教育学者来甬听“宁波经验”

会议现场。

宁波市教育局总督学、副局长
何倩从优势基础和探索实践两个方
面展开阐述。宁波有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扎实的公共服务基础、强
劲的改革创新动力。近年来，宁波教
育依托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示

范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
建设，围绕“甬有优学·共富先行”目
标，全力推进基础教育改革。2023
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公共教
育”满意度宁波位居全国第五。截至
目前，义务段随迁子女就读人数达

31.45万人，为全省第一，公办学校
比例达95.65%，为全省第二。

此次学术报告会的四个分会
场分别在鄞州中学、鄞州实验中
学、鄞州区学士小学、鄞州区下
应街道中海幼儿园举行。各会场

分别围绕高中、初中、小学、幼儿
园学段，通过局长沙龙、校长论
坛等形式，继续深入分享“宁波
经验”“宁波做法”，为进一步推
动浙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宁波基础教育发展，与时代同
频共振，与城市携手共进。活动当
天，宁波各区（县、市）教育局的相关
领导也纷纷上台，就各自区域的创
新实践与宝贵经验进行了精彩的分
享。

鄞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姚平达从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改
革、打造一流育人生态环境、建强高
素质教师队伍三方面，对鄞州义务
教育的扩优提质之路进行了高度概
括。

在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方
面，鄞州区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城镇化、人口迁移
等要素变化，通过“建、撤、合、改、调、
创”6字举措，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供给
侧改革，建立完善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
调的教育服务体系。全面实施初中学校
共同体发展工程，由10所名校的名校
长挂帅，“一对一”帮扶10所农村薄弱
学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

前，全区已组建61个教育集团、47个
城乡教育共同体，实现公办学校城乡教
育共同体全覆盖。

在党建引领下，鄞州出台《单元
格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教育
系统划分2300多个单元格，建立提
示单、定期例会、警示教育等工作机
制，加强开展“阳光教师”培育工程。

海曙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陈宏
虹围绕“宁波市建设教育部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介绍了海
曙的积极探索路径。海曙创新高中
办学机制，投资10亿元超常规推进
海曙中学建设，跻身城区优质示范
高中，全面实现高起点办学；创新合
作办学机制，与效实中学合作共办
储能学校丽园校区、新芝校区，在初
高中一体化人才培养、名优教师培
育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镇海区教育局副局长李瑛以
“区域推进拔尖人才一体化培养的
‘镇海实践’”为主题，进行了经验分

享。镇海探索构建了“课堂发现-活
动发掘-个性发展”三步走的拔尖创
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机制，促进拔
尖创新人才在基础教育阶段萌芽破
土。“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性的工
作，需用系统的观念进行整体谋划。
为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以及人才培
养的连贯性，我区通过多渠道打通
大中小学以及区内各学校间的壁
垒，建立全域、全流程贯通的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李瑛说。

今年，北仑在校学生人数首超
10万。“10万+”的背后，是切实的就
学、发展需求。教育优质均衡，是北
仑群众所盼，区域发展所需。北仑区
教育局总督学刘景豪以“区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北仑之路’”
展开阐述，他说道：“我们与大数据
中心一起精准分析人口趋势，科学
布局教育资源，着力完善与常住人
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教育公共资源
供给机制。”近5年，北仑投用12个

义务段学校新改扩建项目，新增学
位1.3 万个，确保了符合条件儿童
100%在北仑接受义务教育。至2025
年，北仑预计还将投用6个义务段学
校项目，新增学位1.1万个。

“唯分数评价学生，会忽视学生
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能力素质等成
长的重要因素。”慈溪市教育局副局
长徐国庆从四个方面分享了坚持以
评价改革撬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慈溪做法”。其中，在优化评价
技术手段方面，慈溪个性化定制了
慈溪市教育大数据平台，以评价为
主线，分步融合了学业质量发展性
评价系统、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系统、小学生综合评价系统、教师
专业发展评价系统、学校办学水平
评估系统等平台，通过大数据、云
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学生进
行成长画像、问题诊断、发展导航，
使评价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负
担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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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要如何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局长开讲，分享“宁波经验”

省内外专家学者传经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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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浙江省教育学会第三

届“之江教育”学术报告会在宁波市

鄞州区开幕。会上，近 500 名省内外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主旨报告、

局长开讲等形式，共同深入梳理并总

结浙江在基础教育提质中的成功经

验和有效做法。

此次学术报告会以“教育强国建

设背景下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宁波经验”为主题，由浙江省教育学

会、宁波市教育局、鄞州区人民政府

主办，宁波市教育学会、鄞州区教育

局、杭州发现教育研究院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