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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探索城乡教育_体化有效途径j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一处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北京教育杂志社共同组织 

≮ 高校与区域及学校合作机制 

～ 一

综述 一  

⋯f皓础教育实行的是以区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此，区域教育的发展不仅关乎到每-一位受教育 

嚣的利益，e 影响到北京市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进入 2̈ u=纪，当区域教育发展从规模条件转向内涵发 

展时， 域教育钳理者以利 学发展舰为指导，⋯方面深化改革，发挥区域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坚持开放， 

借助高校科研力髓，立足学校推进持续发展，结成 _『高校 、地方政府、中小学校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模 

式简称为(DS。北京市石景山区和延庆县、密云县在推进区域内涵发展方面都采用 l『这种模式，实践征 

Hj1这是⋯磅 有效途径。我们看到，i岛校 、巾小学、地方政府的紧密结合，已经铂 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之问的嚷垒，直接效果是促进了教育酱的发展。这种结合对基础教育工作者而言，信息量大大增多，理念 

得到更新，科研成果庖用于教学实验，先进理：念逐步转变为数育行为，反思与改进走向自觉；对商等教育 

’l：：作者 蠢，通过与区域及中小学结成伙伴关系，更了解中小学的现状T，在解决区域内{冉I发糙观念层 

丽 卜的 惑、客l观诊断区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区域管理者领导力提升等方丽发挥 

lr不州 替代的作用。高校与区域及中小学伙伴关系的建立，无疑对区域教育的规划与发展提供了专业 

支持．特别是从区域学校组织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两个方面探索_『区域教育内涵发展的途径、策略与模 

式 、区域教育内涵发腱是一 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何确立大教育观念，促使基础教育 

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有效实验，引导所有教育者走向研究删 

的 性阶段，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乔树平(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 ) 

一  县探索 一  

UDS协同创新 三方合作促进区域教育发展 

叶向红(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 ) 

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 ) 

201 O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教委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共 

建 “石景山区绿色教育发展实验区”，努力通过联合大学 

(University)、教育行政部门 (Department)、中小学 

(Schoo1)三方力量，共同构建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全面提升区域教育品质。 

两年来，北师大教育学部通过整合学校三个学院(教 

育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的优势资源， 

从 9个实体学术机构选派63位教育专家，组建了7大项目 

13个子项目组，围绕不同的目标展开相应的活动。 

04 f北京教育 普教 

，绿色教育课堂改进组 

通过双方协商，石景山教委方面从基础教育阶段选派 

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参与绿色教育课堂改进项目，北 

师大方面成立了6个学科专项组，包括中学语文组、中学数 

学组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管理组，分别由北师大相关学科 

领域的专家担任负责人。 

项目通过北师大专家团队与石景山区中小学教师、 

教研部门的合作，致力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 

习情感，丰富学生实践活动，形成石景山区基础教育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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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课堂指标”，探索不同类型学校的课堂模式、评价体 

系，从而促使教师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从具体问题出 

发，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改进课堂教学的品质，提升 

学科成绩。 

，绿色教育学前教育组 

学前教育组主要围绕两个重点开展工作 ：一是通过 

构建和实施绿色课程，打造品牌园。二是通过教师培训， 

带动区内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主要包括：落实名师培养 

工程，培养优秀园长和优秀教师：落实课程联动建设工 

程，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从强项出发，着眼全局，构建切 

实可行的国际化战略等方面的具体实施计划。 

，绿色教育学校文化建设组 

学校文化建设项目选取了石景山区6所学校为实验 

学校 ，由北师大教育学部相应的专家组成专家组，通过专 

家的专业引领和支持，组建学校自主联合的发展协作体， 

以项目的方式，促进学校突出特色、内涵发展。通过定期 

的下校指导，项目专家帮助各校完成自身的文化发展状 

况评估和学校文化建设方案。目前，各实验校已经形成了 

自身的学校文化建设方案，并在实践中逐步推进与完善。 

，绿色教育师德建设组 

师德建设项目以教师专业道德中的三个基本范畴 “幸 

福、仁慈、公正”为主题，支持石景山区开展 “生命·爱·尊重” 

主题教育活动，以专家专业引领与教师修养促进相结合的方 

式，将三个主题的师德教育活动分年度推进，使之成为各学年 

师德建设的主线，切实推进全区绿色教师队伍建设。 

本刊关注 2012 

，绿色教育基本理论组 

基本理论组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为项 

目提供初步的理论工具，提高认识的统一性和反思的自 

主性；第二，以问题为中心，回应一线教师的需要，主要针 

对课堂现场中暴露的现实问题 ：第三，加强与一线教师、 

学校和学生的沟通，理解情境中的教育意义，解读教育实 

践活动 ；第四 ，加强现场 中的理论提炼 ，增加项 目本身 的 

知识产出，以 “绿色田野中的理论研究”作为项目组的研 

究纲领 ；第五，通过留下有意义的成果，增加项目和学校 

、的影响和辐射力。 

‘ 

，绿色教育黄庄职业高中品牌校建设项目 

该项目组以黄庄职业高中为实践基地 ，主要 围绕三 

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学校与专家协作对黄庄职业高中 

未来五年发展进行规划，并制定学校领导干部领导力提 

升计划：二是项目从学校德育课程建设、德育与专业课教 

学相融合、德育与学校文化建设相结合等多方面共同促 

进学校德育建设；三是从研究职业高中专业技能和文化 

基础课程的特殊性入手，开展职业高中课程体系改革。 

，绿色教育中小学生领导力 “飞翔计划” 

该项目组以 “学生领导力培养”为特色 ，面向全区所 

有中学的部分优秀学生，聘请专家，通过专项课程和活 

动，切实提高学生的领导、组织、沟通、合作等能力。 

“石景山绿色教育发展实验区”项目实施两年来，区 

域内的教育质量正逐步提升，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队伍。 

绿色教育的品牌逐渐形成，绿色教育的理念正逐步深入 

教师和学生观念中。■ 

建立高校合作机制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王建军(北京市延庆县教育委员会 )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延庆县坚持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人才强教战略，着力构建全方位的教育开放 

格局，建立并完善与国内外优质院校的交流合作机制，构 

建以北京教育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为基础，以首都 

师范大学为重点，以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等 

院校为补充的干部教师培训l基地，充分依托高校教育资 

源优势，共同探索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理论和实 

践，并就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加强政策支持、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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