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是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2024年，
我市将进一步增进城乡教师交流、特级名
师带徒、名师乡村驻站等，缩小城乡教师
差距，从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合理配置
各学科教师比例，同一学科教师注重分工
形成专业特长，优化教师专业结构，从而
进一步打破学科不平衡现象。

优化名优教师引领作用。2024年，宁
波将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结构，
深化实施“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坚持人
才高峰建设与梯队培养相结合，聚焦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和科学教育示范区
建设，引导教师和校长在解决教育改革实
践热点难点问题过程中成长发展。

优化培训培养机制。无论是甬城教育
名家培养、市级名师工作室建设，还是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基地学校（名师乡村工作
驿站）建设的持续推进，2024年，老师们
将在抱团发展的路上，惠及自身及身边更
多人。与此同时，宁波正在全国遴选著名
大学成为教师的培养基地，即将与华东师
范大学签订协议整体推进教师培训。中职
教师的成长方面，也将通过与龙头企业的
合作，培养和提升中职教师的综合能力。

提质的同时，还需做好赋能这篇文
章。为此，既要探索如何给教师尽可能地
减负，还要探索如何更好地树立尊师崇教
的氛围，从而让教师拥有更多职业成就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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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宁波建设教育部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第二年，改革继续
深化；2024年，也是宁波启动全国首批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的开局之
年，科学教育的创新实践需要先行先
试。在一系列行动计划中，抓好“四个优
质”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学前教育优质普惠。2024年，宁波
学前教育行为课程将向体系化、品牌化
方向迈进，通过体系的再梳理，让不同
的幼儿园找到各自的行为课程坐标，并
做深做实，提升品牌影响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2024年，宁波
将优化集团化办学操作规范，让集团内
各所学校实现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将
强化集团统筹力，加大集团内各校间的
教师流动，对集团内各校的办学质量进
行监测，并评选一批示范性教育集团。

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启动学科特色普
高发展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遴选打造一批
学科中心学校、学科特色学校，通过分层
分类开展学科评估创建，打造高质量人才
培养体系。

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在特殊教育融
合发展上做更多文章，实现特殊教育走
出来、社会资源走进去的常态化互动机
制，建立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重点企
业、培训机构等的融合机制，在特殊教
育的小中大一体化发展等多个方面力
争实现突破。

甬有优学，共富先行。推动全市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宁波共同富裕示
范先行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2024年，宁波将继续落实青少年“一
生一技”“一生一艺”，并把其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和实施素质教育的
重要突破口，鼓励每个学生掌握1至2项
体育运动技能和艺术特长。让这些课程不
仅丰富学生的学校生活，也能为学生的未
来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宁波将力争通过三年努力，推动学校
体育、美育课程高效落地，竞赛（展演）平
台更加健全完善，监测评价体系更加精准
科学，有力地构建起课内课后一体规划、
校内校外一体参与、理论实践一体实施的
培养机制。

为进一步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学习型城市，持续推动民办教育改革创
新，2024年，宁波终身教育与民办教育将
围绕以下工作，继续奋进。

加强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建设。市、
区（鄞州、宁海）联动，积极申报全国学习
型城市网络成员城市，推进各类教育融通
发展，加快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加
强面向各类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
享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高质量推进全民
阅读，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

进一步推进终身教育“双高”项目建
设。2024年评选认定4所左右高水平成
校、6所左右新兴特色成校、6个左右优秀
教师团队、10个左右能人工作室、10所左
右乡镇（街道）标准化社区老年大学（老年
学堂）、12个左右终身学习品牌、10个左
右成人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创新项目。

进一步推进乡村社区老年学堂建设。
依托文化礼堂兴办村社老年学堂，全面提
升乡村、社区老年学堂覆盖率，力争提高
到35%以上。

进一步推进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建设。
推进城乡一体的区（县、市）域内社区学习
中心建设，完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强社区教育品牌项
目建设。

深入推进民办学校规范办学。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动民办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修订市本级民
办学校规范办学考核实施细则，探索实施
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分类管理。

破题、解题、实干、奋进。2024年，宁
波高等教育将聚焦提升综合实力、增强
学科专业服务能力、领军人才引育等方
面，大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在新的一年里，宁波将持续推动高
校综合实力全面提升，打造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新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2024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
名）申请正式建校，并力争创建1所全国
重点实验室；宁波大学获批国家级重大
项目15个以上，“双一流”建设取得重大
标志成果；在甬本科高校排名全面进位。

增强学科专业服务能力，为服务城
市、服务社会经济能力贡献高校力量。
2024年，宁波将继续着力增强学科专业
服务能力。出台《关于打造一流学科专
业 推进高校办学能力和服务产业能力
提升行动方案》等文件。启动新一轮重点
学科专业建设“161”工程，遴选建设10
个左右登峰学科、60个优势特色学科、
100个一流专业。支持宁波大学、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等高校新增硕博学位点。

2024年，宁波将开展高校领军人才
引育工程，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来甬
施展才华，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力争位
居全省前列。在新的一年里，宁波将出台
《宁波高校领军人才引育工程实施方
案》，引育全职院士3人，国家级人才30
人以上。高质量办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
周，建成5个以上海内外引才基地，以人
才为引领，以服务发展为宗旨，打造具有
示范效应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平
台和项目。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是当今职业教育
的重中之重。2024年，宁波职业教育将
聚焦重点难点、抓住关键环节，加快完
善中高本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打
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新形势下，产业、企业与学校之间
如何才能深度融合？宁波探索全链条
人才培养新路径，加快推动校地协同
产教融合，打造1-2个“产业园区+企
业+学校”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加强职
业院校与行业部门联动，建设9个职业
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加强人才需求
预测、预警、培养、评价等方面协同。继
续加强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
校、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宁
波第二技师学院等现场工程师学院建
设，有序推进高职、中职、企业一体化
联合培养及“厂中校”建设。探索构建
行业、企业为主体的第三方“一站式”
评价，校企共同开发监控反馈平台，定
期对学校专业进行全方位评价监控。

推进一体化长学制人才培养改
革，探索打造以专业为导向的“1所本
科+1所高职（技师学院）+N所中职（技
工）”的一体化发展职业教育共同体，
拓展中高职一体化培养规模，力争五
年制“3+2”招生计划占招生计划总数
比例突破40%，实现中高职一体化长
学制培养成为中职学生培养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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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气象。宁波教育在即将开启的新学期里有什么新谋划？这些谋划又会对孩子们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近日采

访了宁波市教育局的多个处室，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领域，带大家展望新一年里的教育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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