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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刚刚结束的三所重点高中强基创新班招收

132名学生，一批平时不起眼的城区初中和名不见经

传的农村初中脱颖而出，输送了不少优秀生源。窥一

叶而知秋，宁波城乡教育呈现“齐头并进”的好态

势。虽然教育领域不平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

在，但我市教育领域的城乡差异在逐步缩小，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做法，不失为破解不平衡问

题的好办法——通过教学、师资、培训等全方位的共

享，快速拉平强校、弱校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城乡

学校“齐头并进”。

集团化办学
带动城乡学校“齐头并进”

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教育集团
是海曙区 5 大教育集团之一，由广
济中心小学、华天小学、横街镇中
心小学、高桥镇望春小学等 4 所学
校组成。在这个集团里，通过互联
网+、“小留学生”项目等，成功
实现城乡学生共享同一个课堂。

去年 5 月 27 日，同步课堂正式
开课。“上课，起立！”广济 204 班
和结对学校 202 班的 87 名学生开始

《推理》 这一课学习。两个班级的
学生课桌上摆着姓名牌，对方学校
同学姓名一一在视频中显示，虽然
两校学生隔着二十多公里，但互
联网拉近了两校师生的距离，大
家通过网络一起上课，并一同讨
论交流，默契度随着课堂教学的
推进而提高。同步课堂中逐渐形成
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和谐氛
围。

“这让我们感受到通过互联网
共同学习的美好感觉。”课后，孩
子们意犹未尽，纷纷表示喜欢和同
一时间不同教室里的同龄人一块儿
上课，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广济中
心小学的孩子从横街镇中心小学孩
子身上学到专注倾听的良好习惯，
横街镇中心小学的孩子则从广济中
心小学孩子身上感受到思维的开
阔，双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然而，对于教师来说，这是更
大的挑战——原来只需关注一个班
学生，现在需关注两个班学生。城

区学生和乡镇学生的学习易错点稍
有不同，均需把握到位。于是，这
又促成了城乡两所学校任课老师的
经常性交流。

前不久，让集团内的学生互相
访问也悄然推行中。第一批来自华
天小学的 6 名六年级学生插班到广
济中心小学 （世纪苑校区） 对应班
级，开始一周的学习体验；第二批
来“留学”的是五年级 6 名孩子。
他们均参与所有对应的五六年级课
程包括校本特色课程。

举手，再举手，连续多次都是
小彤举手。在华天小学 601 班班主
任看来，腼腆的小彤“留学”回来
变了个样，上课发言积 极 ， 从 一
名 课 堂 的 倾 听 者 成 为 引 领 者 。
602 班 的 小 旭 在 “ 留 学 ” 中 发 现
山外有山，主动提出希望父母辅
助和监督，增强学习自律性。而
接收“小留学生”的班级孩子也
发 生 了 不 少 的 心 理 变 化 。 602 班
的小海发现新来的同桌语文特别
棒，受到激励后调整自己的学习方
案；同班的小涵为新同学的热情幽
默并具有迅速融入新集体的本领而
惊叹。

当然，孩子们也发现了对方的
一些小缺点。比如，“小留学生”
发现广济中心小学的孩子做眼保健
操趴着，这很不应该；看到同学们
只能在教室里用餐，“小留学生”
更爱自己学校的大食堂。

城乡学生共享同一个课堂

其实集团化办学并不是 一 件
新 鲜 事 ， 也 在 全 国 各 地 推 行 过 ，
很 多 地 方 流 于 形 式 ， 收 效 甚 微 。
那么，宁波为何要大力推进集团
化办学？又有什么办法促进“形
神合一”？

几年前，宁波行政区划调整，
海曙区地域面积增加了约 20 倍，
学校数量是原来的近 3 倍。作为义
务教育高地的“老海曙”区块学
校，怎样才能带动海曙西片区学校

“齐头并进”？
于是，海曙成立了义务教育阶

段的 5 大教育集团：海曙中心小学
教育集团、广济中心小学教育集
团、镇明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宁波
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宁波实验
学校教育集团，涵盖了 9 个镇乡

（街道） 共 18 所学校。与此同时，
26 所中小学成为“互联网+义务教
育”结对帮扶学校。至此，海曙中
小学形成了以集团化为载体，以互
联网技术为抓手，通过优质资源共
享、互通、合作、共生的办学模
式。海曙集团化办学有三种模式：

“优质校+新校”“城校+农校”“优
质校+弱校”，不同模式均统一教
学计划、师生教育活动、教研活动
和校本培训，优质课程开发共享，
让集团内部学校“和而不同”。

去年 11 月，鄞州区第二批基
础教育集团挂牌成立，扩容了 3 所
初中校区、4 所小学校区、5 所幼

儿园校区；新增 14 所小学教育集
团 、 18 所 幼 儿 园 教 育 集 团 。 至
此，该区已有 59 个教育集团，形
成了“名校+新校”“名校+一般
校”“城区校+农村校”等多种组
合模式。义务教育优质品牌集团化
覆盖率超过 50%，优质义务教育和
省二级幼儿园覆盖率均在 80%以
上。据悉，该区集团化办学规模在
省、市位居前列。

鄞州区集团化办学有两种模
式：一是一体式教育集团，实行文
化、制度、人事、经费、业务等统
一管理模式；二是联盟式教育共
同体，实行总校长负责制和集团理
事会管理制，对教育集团和共同体
进行“捆绑式”管理绩效考核评
价。

去年 12 月，宁海 22 所农村中
小学和 14 所核心校组建成 22 对城
乡教育共同体。通过核心校和成员
校之间的远程交互平台，开展同步
网络视频教研活动，让成员校能超
越时空限制，共享核心校优质教学
资源；让成员校教师无障碍地参与
核心校高水平教育活动；让偏远农
村学生不离开乡村即可获得优质教
育资源。共同体由核心校和成员校
两方联合组成，一般 1 所核心校与
1 至 3 所成员校组成。

据悉，余姚、慈溪、象山等地
也建立起相应的教育集团，促进城
乡学校同步发展。

组建教育集团，手拉手“齐头并进”

筛选农村学校的可造之材，送
到城里“修炼”；把城区学校能传
帮带的教师派出去，成为受助学校
教师成长的“贴身导师”，引导校
长和教师在城乡、校际合理流动，
缩小师资教学水平的差距。

广济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内的 4
所学校成立了青年教师成长营，目
前营内共有 26 名老师，他们分别
来自 5 个校区，这些教师中绝大多
数是教龄五年以内的年轻老师，也
有各校区的教研组长。

来自横街镇中心小学的崔怡泳
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每周一，他都
要与成长营中的学员们一起，在海
曙区小学数学教研员叶青老师的指
导下，往返各校区听课、评课、说
课、演讲和试讲，参与高强度的训
练。从一开始的复习课研究，到后
来的整合课研究，再紧跟省教研室
的步伐，这样学了近四个年头。他
说，作为一名山区青年教师，刚进
入教师行业时学习机会很少，跟着
师傅学些基本功后，就是靠自己揣
摩，很像“闭门造车”。现在，每
每参加成长营的活动，总会被那些
前沿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惊到，
原来这些课还可以这样上！他也从
一名普通山区教师，成为区教坛新
秀、优质课获得者，从获三等奖到
获一等奖，褪去最初的青涩，逐渐
走向成熟。

在第 15 届海曙区教坛新秀评
比中，有 6 名青年教师上榜，在过
去两年的区数学优质课评比中，共
有 3 位老师斩获一等奖，2 位老师
获二等奖，2 位老师获三等奖。

在 9 个镇 （乡）、街道创建以
特级教师为引领的特级教师乡村工
作室，培养乡村骨干教师。去年第

五期名师工作室开出 26 个，招收
学员 238 名。

宁波市实验小学副校长乐静曾
交流到中原小学任副校长。她对师
资交流有个形象的比喻——造血干
细胞。该区骨干教师交流数不低于
符合交流条件骨干教师的 15%，普
通教师交流数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
普通教师的 10%。

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在于能最大
限度地共享师资资源，从而带动教
学发展。

孙姣是鄞州区横溪镇中学的音
乐老师，自横溪镇中学与宁波市第
七中学集团化办学后，她便来到宁
波市第七中学进行教学交流。仅一
年的交流学习，她所带领的“天空
蓝”合唱团便先后获得 2018 年市
级中小学艺术节合唱比赛一等奖、
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合唱比赛二等
奖的好成绩。

通过集团化办学，市第七中学
的宁波市学科骨干教师沈海明、宁
波市教坛新秀一等奖获得者王霄
迪、浙江省初中英语优质课二等奖
获得者陈红等一批骨干教师先后
来到横溪校区（横溪镇中学）交流 3
年，为农村学校带去了新理念、新
方法。同时，市第七中学教育集团
在各校区内选拔优秀的骨干教师
和骨干班主任为学科导师和班主
任导师，成立导师工作室。

《中华经典诗歌诵读》 在广济
教育集团内部的 4 所学校同步推
行，横街跑马灯、华天小学健康课、
广济“小太阳”传统饮食文化⋯⋯这
些种子课程在集团名校内孵化推
广。特色课程深度融合让更多学
校、更多学生体验到丰富的课程，
激发了学习热情。

“进城下乡”，城乡教师同频共振

随着办学理念的深度融合和师
资的深度交流，宁波各校的集团化
办学逐渐从一个外在的“集团”联
结向多轮驱动的“动车组”发展。

原 幸 福 苑 实 验 学 校 创 办 于
1998 年，曾经历过国有民办与公
办学校的办学体制转变，由于历
史遗留问题，学校面临着学区老
化、生源锐减等多个学校发展的
痛点。同样，鄞州实验二小近年
来 生 源 爆 棚 ， 每 年 都 有 200 多 名
学生面临分流。后来，借助集团
化 办 学 ， 实 现 内 部 各 校 区 调 剂 ，
学生分流人数大幅下降。而幸福
苑校区有了完善的硬件、流动的
师资、互通的教研。

“起初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因
为我曾听说北校 （幸福苑校区） 教
学资源、师资力量都不及南校区

（鄞州实验二小），经过一年的学
习，我所有的担心消除了。”前些
天，一位鄞州二小幸福苑校区的学
生家长在给校长的信中写道。

的确，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幸福
苑校区的直观感受充满惊喜：“同
一个集团，同一种颜色；一样的颜
色，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沧海路校

区、桑田路校区，还是幸福苑校
区，都是实验二小。”

不同的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
在实行抱团发展的同时，还成功地
推动各校“和而不同”，实现多样
化发展。宁波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开设特色小研学活动，组建教育集
团体验班，一学期两期，每期一
天 ， 每 所 学 校 出 10 名 五 年 级 学
生，共 40 人组一班。实验小学的
创客体验课程、中原小学的国防特
色课程、洞桥镇中心小学的大自然
生态课程等，让孩子们有了多元化
体验。

鄞州区钟公庙中学挖掘的区级
非遗项目剪纸在该校得到长足发
展，已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在钟公庙中学的指导和影响
下，集团内部的塘溪镇中学充分挖
掘本地资源，启动区级非遗项目

“竹编”的特色课程建设，经过努
力，塘溪中学的“竹编”课程在校
内得到拓展，建设了“竹编工作
坊”，开展了区级“竹编”工作坊
专题研讨会，“竹编”技艺的学生
也在区、市级现场劳技作品大赛中
获得一等奖。

集团化办学：多轮驱动的“动车组”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胡谷怀 吴蓓蕾 文/摄 广济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举行“互联网+教育”英语专场活动。

孩子们学种菜

琵琶社团展示演奏技艺

孩子们组织小乐队

教育集团内学校间篮球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