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增东部优质教育资源

从《方案》可以看出，未来三年，东部教育
将会成为思明区热点，主要有几大动作：

深化观音山音乐学校、云顶学校九年一
贯制学校“小初衔接”研究，促进质量提升。

持续拓展东部区域学校紧密型教育共同
体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东部学区。

扩增东部优质资源，推动厦门双十中学
思明分校、外国语瑞景分校等学校扩建；高起
点、高标准办好厦门一中思明分校、外附小洪
文校区（暂定名）；建设一所高水平产业人才
子弟学校。

购买服务 提供劳动课程

建设30所区级“劳动教育示范学校”，促
进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校园文化和综合实践。

鼓励辖区内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开放劳
动实践场所，鼓励高新企业为学生体验现代
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态、新方式提供支
持，遴选、打造10个“思明区中小学校外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为区属中
小学生提供更多劳动实践场所及课程。

再建设7个紧密型共同体

思明区现在有3个小学紧密型教育共同
体，未来三年还要建设不少于7个。建设教育
共同体是为了建设家门口的优质校。

思明区的幼儿园也成立紧密型教育共同
体，将实现家门口就有优质园——思明区计
划建设10个幼儿园紧密型教育共同体，新增
10所区级以上示范性幼儿园。

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区属学校100%实现课
后服务“2+N”模式、落实学生午休午餐工程。“2+
N”中的“2”指的是“作业辅导+体育活动”等两项
基本服务，“N”代表“科普、文艺、劳动、阅读、兴趣
小组及社团活动等”N种拓展服务。

思明区昨天公布了首
批教育发展顾问，都是学术
界“大牛”，而且，影响力是
全国范围。

思明区教育局说，教育
发展顾问将以区域发展诊
断、项目式研究方式，指导
思明教育高质量发展。

顾问名单：

●邬志辉，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东北师大研究
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八
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刘坚，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
新研究院院长等。

●刘长铭，北京四中原
校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高
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余文森，福建师大教
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福建师大基础教育
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修订专
家工作组核心成员；教育部
基础教育跨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
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

●侯莉敏，广西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师，博士生导
师，二级教授。教育部学前
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
专业委员会学前教育保教
指导专委会委员，中国学前
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

●窦桂梅，清华大学附
属小学校长。全国特级教
师，北京市特级校长，教育
学博士。现担任首届教育
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首
届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
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昨天的大会上，思明区公
布区级首届7个“特级教师工作
室”、7个“名校（园）长工作室”，其
中“特级教师工作室”设立时间4
年，“名校（园）长工作室”3年。

思明区教育局说，这是为了

发挥特级教师、名校（园）长的引
领示范作用。

据介绍，思明区还将为教师
搭建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和自我
反思的研修平台，新培育一批省
市名师、名校（园）长。

思明区昨天公布了首批区
级思政教育示范校。实现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思明教育
这几年一直努力的重点工作。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
施，可以从故宫小学模式找到答
案。此前，厦门市故宫小学与厦
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六
中签署三方教育合作协议，联合
开展思政课教育合作——厦大
的“思政教育系列精品课”，向中
学和小学的老师们敞开大门，帮
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政课理论素
养，与此同时，三校的思政课老
师们还将共同参与到各学段思
政课校本课程的编撰中，全面提
升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系统性。

思明区教育局说，近年来，
思明区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为
的是让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
上升地上好思政课，“开门办思
政”的方法，有利于大学、中学和
小学的思政工作和更好地共护
孩子成长三段路。

首批区级思政教育示范校

厦门市湖滨中学
厦门市莲花中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大同小学
厦门市故宫小学

序号
1
2
3
4
5
6
7

工作室名称
程金元特级教师工作室
高翔特级教师工作室
罗炳杰特级教师工作室
赖景琼特级教师工作室
李春萍特级教师工作室
林睿特级教师工作室
曹美云特级教师工作室

所属单位
厦门市湖滨中学
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
厦门市大同中学
厦门市大同中学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滨北小学
厦门市前埔北区小学

领衔人
程金元
高翔
罗炳杰
赖景琼
李春萍
林睿
曹美云

序号
1
2
3
4
5
6
7

工作室名称
林鹭名园长工作室
江旭琳名园长工作室
沈雅芳名校长工作室
王跞名校长工作室
郑海燕名校长工作室
刘玉斌名校长工作室
陈燕华名校长工作室

所属单位
厦门市第一幼儿园
厦门市第六幼儿园
厦门市莲龙小学
厦门市滨东小学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厦门外国语附属小学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领衔人
林鹭
江旭琳
沈雅芳
王跞
郑海燕
刘玉斌
陈燕华

思明区第一届“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名单

聘请学术界“大牛”
当教育发展顾问

思明区第一届“名校（园）长工作室”领衔人名单

设立区级思政教育示范校
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发挥特级教师、名校（园）长引领示范作用
为名师、名校长设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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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百姓教育获得感，是思明区一直努力的
方向。

现在，思明区又吹响教育的新号角——昨天举行的思明区教师节
庆祝会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思明区发布《思明区推进教育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定了今后三年思明教育发
展路线图。

《方案》说，这是为了建设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教育强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思明
教育在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今天，本报为您解读《方案》的一些亮点。

本版文/
本报记者 佘峥
通讯员 黄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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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要增加
约3万个义务教育学位

《方案》说，“十四五”（2021 年到
2025年）期间，思明区将力争新建、改
扩建不少于30个义务教育建设项目，
新增约3万个义务教育学位，逐步化
解和消除“大校额”“大班额”问题。新
改扩建不少于14个幼儿园建设项目，
新增4590个学前教育学位。

思明区寸土寸金，上哪去盖这么
多学校？思明区教育局表示，将采取
建设“校外飞地”“一校多区”、改扩建
等方式，拓展老城区学校教学用房、运
动场地增长点，破解老城区学校用地
紧张问题，缓解学位结构性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思明区在全省率先
提出，将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大力推进义务教育补短板项目。

2024年前完成
老旧教学楼改造

2023年5月前，思明区将完成公
办学校教室空调安装全覆盖，营造全
区教室“26℃”舒适空间，为学生提供
清凉舒适的学习环境。

在建新学校的同时，思明区制定
学校改造提升三年计划，2024年前
完成对全区具备改造条件的学校老
旧教学楼改造提升，优化师生学习
环境。

用足学校内部地下、楼顶区域
空间，2024年底前完成符合条件的

学校“空中运动场”等建设，增加学校
运动场地面积。

65%幼儿
能读公办幼儿园

在学前教育普惠提质方
面，思明区要通过多渠道扩大
普惠性学位供给，逐步化解和
消除学前教育“大园额”“大班
额”问题。2024年底前，学前
教育三年入园率不低于98%，
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不低于
6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不
低于95%。

此外，思明区发挥56个全
覆盖幼小衔接结对共建协作小
组作用，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
学有效衔接。

将成立青少年
艺术影视培训基地

依托思明区融媒体中心，
思明区要成立“思明区青少年
艺术影视培训基地”，打造学生
艺术创新实践平台。

三个第一
■ 公布第一批
教 育 发 展 顾
问，在学术界
的影响力都是
全国范围的
■ 公布第一届
7个“特级教师
工作室”、7个
“名校（园）长
工作室”
■ 公布第一批
思政教育示范
校，实现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

两个目标
■ 力争 2023
年底通过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
督导评估
■ 力争 2025
年通过全国义
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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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思明还有这些“大招”

2022年度福建省
第一场省级教育教学开
放活动在思明区举行，
展示思明区如何运用技
术来赋能教育。
（思明区教育局 供图）

与师范类高校合作
培养未来教育家

思明区将和师范类高等院校开展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培养思明未来教育
家。

组织评选一批学校特色发展示范校和建
设校，为每所示范校和建设校每年分别提供真
金白银的特色发展经费保障，助力学校品牌创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