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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新时代
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城乡义
务教育共同体（以下简称“教共体”）按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类组建，包括融合型、共
建型、协作型三种模式。其中，融合型教共体是

“一校两区”或“一校多区”，同一法人，人事、财
务、管理统一；共建型教共体是将教育教学业务
委托给优质学校管理，或几所学校结为紧密型
集团办学，各自法人独立、财务独立，但工作统
整；协作型教共体不打破原有学校各自的人事、
管理体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项目协作，
开展结对帮扶。

结合余姚教育实际，这次组建教共体，余姚
市教育局创新性地设立了片区长学校，即一所城
镇品牌学校与若干所支援学校结对联盟，形成片
区学校共同体。主要在小学线设立了六个片区，
东风小学教育集团、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兰江小
学、姚江小学、长安小学为片区长学校。这些片区
长学校大多已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品牌。

今后，片区长学校主要指导和帮扶成员学
校规划办学方向，研究和完善教共体高效运作
机制，积极构建和创新教共体协作交流平台，指

导和督促片区内教共体高效运作。
同时，拟定的《余姚市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

任务清单》，突出“发展战略、管理机制、队伍建
设、教育教学、文化特色”五大内容，各教共体还
可有自选任务。受援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通
过盘活现有资源，创建符合各校自身特点的先
进文化，形成符合学校特色的发展机制。

教共体将打破校际藩篱，通过师资的双向
对流，涵养人才“蓄水池”，如融合型教共体内教
师实行无障碍调配，共建型教共体的支援校每
年应当派出不低于10%的教师到成员校任教，
而协作型教共体根据学科要求，指派一定数量
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积极开展“互联网+义务
教育”之城乡同步课堂和远程专递课堂。

据悉，教共体以三年为一个周期，第一个周
期时间至2023年8月。接下来余姚市教育局将
设置教共体建设专项资金，保障教共体工作的
正常开展和提质增效，奖励优秀教共体的校长
和教师，促进教共体工作顺利实施和争先创优。
此外，对教共体学校实行全方位、捆绑式的一体
化联动考核，考核情况与学校评先和校长学年
度考核、校长职级评审奖励等挂钩。

由“单打独斗”转为“握指成拳”

余姚113所学校组成教育共同体

今年余姚市义务教育阶段113所学校组成教育共同体，到2023年第一轮教共体结
束，所有农村学校、城镇相对薄弱学校要与城镇优质学校“结对”，全面推进“互联网+义
务教育”，实现义务段学校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这是3月9日余姚市召开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传递的消息。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毛姚伟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
伟）“十四五”期间，浙江中考招生制度面临深化
改革。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征求《浙江
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通告。

在征求意见稿的第十二大点——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中，提到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原文如下——
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

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完善招生与考
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完善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
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
择，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科学选才的
考试招生制度。进一步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完善多类型、多元化考试招生制度，推进
智慧考试工作。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突出关
键能力考查，构建引导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
系。深入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完善“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和选拔制度。推进中
考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分类型、可选择的初
升高考试招生制度，优质高中70%以上的招生名
额要按学生比例分配到初中。逐步实现中考全
省统一命题。坚持深化义务教育“公民同招”。建
立学前教育服务区制度与积分入学制。继续完

善和发展自学考试制度。
这关系到我省未来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方

向。
目前，全省的中考试卷由十一个地市自主命

题。中考分配制度上，以杭州为例，2021年优质普
高名额分配生（原保送生）比例从2021年起由
50%提高到不低于60%（六城区2021年为60%)。

宁波方面：2021年，将继续实施普通高中定
向分配招生，优质示范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分配
到各初中的比例不低于招生总额的60%，其中，
75%以上的定向分配名额应按照各初中中考符
合条件报名人数基本均衡分配，其余名额可根
据初中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及发展性评价结果等
统筹分配。宁波市教育局要求，定向分配招生方
案和计划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如果文件内容落地，将使我省中考招生制
度发生较大变化。

国务院2019年7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第17
条，已明确提到要求稳步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省级统一命题。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此前也
表示，浙江正在落实国务院文件，也将稳步推进
中考全省统一命题，但需要一步步统筹，落地没
有这么快。

定向分配与原来保送生的区别

关于定向分配与原来保送生的区别，不少家长依
然不太清楚。为此，我们再次为大家梳理一下。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从2020年起实施优质示范
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取消原
保送生招生政策。

定向分配招生与原有保送生招生的区别主要表
现为：

一、目标不同
原有保送生招生具有选优性质，组织保送生测试，定

向分配招生要引导初中均衡发展，无专项考试。
二、报名资格不同
原有保送生招生报名须浙江省内户籍且符合特

定要求，定向分配招生报名符合普高报名条件及特定
要求即可。

三、报名方式不同
原有保送生由初中学校按照计划推荐，定向分配

招生无推荐环节，考生自主报名。
四、录取办法不同
原保送生招生中，考生在参加保送生专门测试

后，成绩合格即可录取，不再参加中考。定向分配招生
要在考生中考后，自主填报志愿，依据中考成绩录取。

“最近有一个困扰，就是怎样在课堂效
率上下真功夫，很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没想到学校这么快就请来了专家。”近日，
江北区甬城学校安孝敏老师在听了宁波市
初中科学骨干教师马赛君送教的《凸透镜
成像》后说，马老师的课有序、有趣、有效，
是一堂值得自己研究学习的好课。

这是江北区教育局教研室新学期送出
的第一期好课，与马赛君老师同期送教的
还有该区初中科学骨干教师童建鹤、小学
数学名师徐霞霞，三位老师在教研员的前
期部署指导下分赴甬城学校和绿梅中学，
针对初中科学和小学数学开展个性化定制
送教活动。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江北区教研室新学期的第一个
行动计划就是开展“迎建党百年·送好课百
节”活动，集结区内名优教师，走遍区内农
村及相对薄弱学校，送出百节好课，提升教
师教学水平。

而江北区教研室在这次送课的桥梁搭
建中，率先收到了来自甬城学校和绿梅中
学的需求申请，随后由各学科教研员根据
学校需求，选派名优教师和点评教师，制定
教研方案。

“复习课怎么上？童老师这节浮力复习
课帮助学生建立模型梳理方法，还精心设
计一些小实验，让学生在动手动脑中解决
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这些都是老师
今后教学中值得借鉴的地方。”童建鹤老师
在绿梅中学903班执教九年级专题《浮力
复习》后，江北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浙江
省特级教师吴利文点评道。

在甬城学校小学部的数学教研活动
中，则采取学校唐瑞老师和徐霞霞老师同
课异构《分数的意义》的教研模式，研讨如
何增强教材理解和提升课堂效率。

据悉，3月25日前，江北区教研室将为
绿梅中学和甬城学校送上语文、数学、英
语、社会等学科共18节课。同时，结合第一
轮学校送教经验为下一轮送教学校制定更
为精准的研修活动，进一步巩固江北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成果。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郑时玲

“迎建党百年·送好课百节”

江北启动
名优教师送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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