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双向奔赴”
让教育教学更上一层楼

A06 深读 2024年8月26日 星期一
区域新闻中心主编 责编/刘雅琴 美编/方雨平

夏日炎炎，在恩平市大槐镇，“党员家长”走
进学生家庭开展精准帮扶，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槐镇各自

然村，坚持做到家家到、户户落。2024年暑假前，恩平市教育系统组
织开展“百个组织千名党员访万家”党员干部和教师大家访活动，在恩平市委教
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的带头下，恩平市委教育工委下属近百个党组织约
2000名党员教师走进学生家庭，以行育廉，搭建家校合作的坚实桥梁。

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支持西部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创新跨区域集团化办
学模式，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由此拉开“蓬—恩”两地教育协作的序幕。

为贯彻落实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推动东西部教育平衡发展，恩平市委教育工委结合本地实
际，创新实施党建引领下的“双家长制”精准育人模式，打造“党员家长”与“特殊类别学生”结对精准培育的教育党建
品牌，已成功帮助5000多名特殊学生，用心用情护航学生不断进步和成长。这是“蓬—恩”跨区域协同发展成效的缩影。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胡伟杰 张安怡

在3月29日举办的2024年“蓬
—恩”教育协作年度工作会议上，两
地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就如何进
一步深化两地教育协作，进一步加
快推进“百千万工程”和东西部均衡
发展进行谋篇布局。其中，江门市
棠下中学与恩平市华侨中学结对推
动“县中托管帮扶项目”和“蓬江—
恩平特殊教育发展共同体”揭牌，标
志着两地教育协作迈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从义务教育领域进一步延伸到
高中教育和特殊教育领域，“蓬—
恩”教育协作实现从“相加”到“相
融”。

“‘蓬—恩’教育协作范围进一
步扩大，从义务教育延伸至特殊教
育和高中教育，覆盖三个学段，实现

‘全口径’‘全方位’协作，两地教育
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提
升。”蓬江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随着两地教育协作的不断深化，
两地教育部门、各教育集团站位要
更高、定位要更准、措施要更细，切
实落实与对口部门、协作学校的定

期互访机制，了解两地师生的需求
和教育教学短板弱项，不断完善工
作措施，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取得新突破、县域高中质量提升
取得新成效、特殊教育融合发展取
得新进展，努力做到“让每一所学校
都优质，让每一位教师都精彩，让每
一个孩子都幸福”。

“4月28日，我们受邀到蓬江区
特殊教育学校，参加蓬江区特殊教
育与普通教育融合演讲比赛。5月
10日又受邀参加‘两地三校’交流
活动。”恩平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冯
优娴表示，“蓬江—恩平特殊教育发
展共同体”成立后，该校便与蓬江区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多项校际交流
活动。她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已经
整理了“发展需求清单”。“比如，我
们的教学教研薄弱，希望蓬江区特
殊教育学校在课程建设方面为我们
传经送宝。我们还希望开展更多特
教送教活动。另外，在班级文化打
造和班主任工作经验积累上，我们
也希望蓬江区特殊教育学校分享经
验。”冯优娴说。

教师队伍建设是“蓬—恩”两地教育
协同发展的核心。

“一年的跟岗学习过去的太快了。”
“什么都想‘搬’回去。”……今年4月，恩
平市恩城第二中学进行交流会，该校3位
在蓬江区完成跟岗学习的教师向该校其
他教师分享交流跟岗成果。“这是同学们
的作业花名册，里面记录了学生们每次作
业的完成情况，老师批改作业更认真，学
生们更不敢马虎了，形成了一个良性循
环。”在江门市怡福中学跟岗学习的教师
陈晓怡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翻着面前一叠
厚厚的花名册，将她的跟岗学习经验分享
给恩平的同事们。

恩平教师到蓬江区跟岗学习，蓬江区
教师前往恩平支教。

据了解，蓬江区聚焦恩平市教

师队伍建设短板，开展“造血式”的传帮
带，进一步搭建蓬江区与恩平市在教育领
域的交流平台，整体提升帮扶效果。

怡福中学的教师陈建贞和蓬江区紫
茶中学的教师向思衡，他们都是今年到
恩平支教的教师。支教过程中，他们常
常在结束一个上午的教学工作后，利用
中午的时间检查下午上课需要的课件，
并与恩城第二中学的教师探讨集体备课
的方向。他们纷纷表示，作为一名支教
老师，不能只做提灯引路的那个人，还要
做发光发热的那盏灯。“一个人的力量再
大，帮扶的效果也有限。恩城第二中学
老师们积极学习交流的热情深深感染了
我们，也让我们相信，只要自己用心去
做，就能给恩平教育事业发展带来助
力。”向思衡说。

东往西行间，蓬江、恩平两地的教育
工作者取长补短，发挥各自长处，共同商
量解决当地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难题，逐步
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
促进、相互进步的亲密协作关系。

据统计，开展教育协作以来，蓬江
区、恩平市互派3名教育系统的干部挂
职，75名骨干教师参与支教、跟岗。其
中。建立“蓬江—恩平教师发展共同体”
以来，两地就教改科研等开展交流活动
60多场次。同时，依托蓬江区49个名师
工作室及“蓬江教育专家智库”力量，恩
平已建立18个教育先锋学科培养基地、
15个名师工作驿站，组织500名青年教
师参加为期三年的“教育先锋培训班”，
以“名师带徒”“以赛代培”等方式培训教
师近3000人，成功培养省名教师工作室
主持人2人，实现“零的突破”。在省中小
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学员拟推

荐名单中，恩平有5人入选，在五邑地
区排名第三，教师综合素质明

显提升。

两年过去了，跨区域教育集团办学模式书写了协同发
展、资源共享、优质均衡的新篇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格局已初步形成。

今年是蓬江、恩平两地教育“双向奔赴”的第三个年头，
在过去两年合作的基础上，两地提高教育协作的广度和深
度，实现进一步“提质增效”，让两地教育的“双向奔赴”更紧
密、更有效、更出彩。

“提质增效”
让协同发展更出彩B

“展望未来，‘提质增效’将是今
后一段时间江门东西部教育协作的
核心内容。只有提升教育质量，增
强‘造血机能’，才能让教育协作的
成果真正惠及每一所学校、每一位
教师、每一名学生。我相信，只要蓬
江、恩平两地教育系统携手同心、勠
力同行，定能谱写东西部教育协作
的新篇章。”蓬江区教育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蓬江区将紧扣“研
训提质创优年”，明确方向，找准定
位，努力在教研联动和学生发展上
下功夫。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蓬—恩”
两地教研成果共享机制，深度推进
教研改革，依托信息技术进一步创
新教研协作模式，让教研互动成为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素养
的关键支撑点。另一方面，依托教
育集团构建五育并举、全面育人的
新体系，每个集团要至少打造一项
兼具集团文化和成员校特色的课
程、项目或活动，完善对学生成长的
激励和评价体系，进一步推动学生
层面的“集团化”。

梁素贞则表示，围绕“提质增
效”这一目标任务，恩平将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集团化
办学，奏响蓬—恩教育协作“进行
曲”。在吸收蓬江区先进教育理念
的基础上积极求变，深度挖掘、开发
个性化资源，实施“一校一品”特色

发展行动，加快推动集团化办学改
革步伐。二是活用信息化手段，打
造蓬—恩教育协作的“倍增器”。搭
建“恩平教育协作智慧平台”，整合、
推送线上优质资源，探索不受时间、
空间约束的教学教研环境，高效推
进资源共享和教研帮扶。广泛开展
线上公开课、评课、教学研讨、考察
观摩等活动，通过共享教学课件、教
学方法、教研体系、治校模式等资
源，扎实推动两地教育高质量发
展。与此同时，及时挖掘协作工作
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加强典型培
育，在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管理、中
小学生研学活动、课后服务等重点
领域精准发力，共同开展案例收集、
成果梳理，通过典型示范案例的推
广，以点带面促进两地教育良性互
动发展。

从“相加”到“相融”，从共识到
共赢。迈入新时代，蓬江、恩平两地
正在通过一项项扎实的举措，在管
理互通、师资共享、研训联动、文化
共建和质量同进等方面走深走实，
推动两地教育优质资源“广覆
盖”“高集聚”“全链条”，探
索更多可推广的跨区域
教育工作经验，共同
书写江门东西部
教育协作交流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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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育集团化办学，是两地教育协
作同步发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前，蓬江区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以
“茶蕾绽放 艺术花开”为主题，举行了一
场特别的艺术节活动，恩平市恩城中心小
学（东安校区）党支部书记冯金泉带领学
校部分师生参加本次活动。

在活动的美育作品展示中，恩城中心
小学（东安校区）师生展示了自己的书法、
绘画、海报及“变废为宝”作品，还表演了
课本剧节目《小英雄雨来》，小演员们巧妙
地融入歌唱、舞蹈等艺术形式，使得整场
演出既充满趣味性和观赏性，又具有教育
意义。这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蓬江、恩平两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成果
体现。

生动的同课异构课堂、流动书屋、活
动剪影……在恩城中心小学（东安校区），
处处可见集团化办学为学校带来的变
化。2022年加入蓬江区紫茶小学教育集
团后，恩城中心小学（东安校区）从管理、
师资、教研、资源、课程、文化等层面接受
教育集团的帮扶，开启了与紫茶小学合作
办学、协同发展的新篇章。“近两年，紫茶
小学来我校支教的老师在提升育人本领、
构建高效课堂、提升教学实绩等方面树立
了榜样，为我校发展注入活力。同时，我
校派出的骨干教师前往集团学校跟岗学
习，提升了自身素质与能力。”冯金泉说。

“实施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新时代深化
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有效
路径。”恩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梁素
贞表示，通过跨区域集团化办学，能有效

整合蓬江、恩平两地的优势教育资源和先
进教育理念，加强两地教育工作者之间的
交流合作，从而实现两地教育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据了解，乘着江门东西部教育协作的
东风，恩平市22所中小学分别与江门其
他地区的中小学组建了18个跨区域教育
集团，其中14所学校与蓬江区的组建。
蓬江、恩平两地已共同举办文化节、科创
节、劳动研学等集团文化活动超30场次。

蓬江领衔校为恩平市成员校带来琳
琅满目的科普体验项目、精彩的特色课程
和讲座，并捐赠了一批图书、文具、足球
等。在蓬江区优质学校的示范引领下，恩
平市18所中小学的办学质量有了质的飞
跃。“比如，作为蓬江区紫茶小学教育集团
的成员校，恩城中心小学（东安校区），积
极探索‘国防+’教育实践新路径，获评全
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大槐镇中心
小学在蓬江区范罗冈小学教育集团的示
范带动下，获评广东省交通安全文明示
范学校。此外，去年1月，恩平市入选
广东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教育发展迎来新机遇。”梁素贞说。

蓬江区也乘着两地开展教育协
作的东风，全力推动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已有5个跨区域教育集团
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优质基础教
育集团培育对象。在2023年江门市
优质基础教育集团考核中，蓬江区范
罗冈小学教育集团、农林小学教育集团
获一等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
著。

两地频繁开展交流互动活动，蓬江区

各中小学的校长们全方位、多视角领略恩
平学校风采、文化，两地教师集智、集思、
集力，推动教育集团逐步从“火车头牵引
模式”向“动车组管理模式”转变。

创办于1984年的恩城第二中学是恩
平一所老牌中学。2022年5月，蓬江区紫
茶中学与该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该校成
为蓬江区紫茶中学教育集团成员学校。
两校每学年互派教师开展支教、跟岗工
作，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在学
校管理、师资培训、教学科研、教育信息化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帮扶。“这两年来，蓬江
区紫茶中学教育集团犹如源头活水，为学
校不断注入‘强身健体’的能量，学校与集
团共同进步，一同成长。”恩城第二中学校
长唐本良说。

自2022年签订《蓬江—恩平教育协作共建框架协议书》以来，蓬江区、恩平市两地党委政府把“蓬—恩”两地教
育协作作为激活教育“一池春水”的主要抓手，坚持顶层设计、一体推动，着力强师资、优环境、提质量、促公平，建
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形成了教育部门互访、学校互联、教师互派、学生互动的良好格局，打牢“蓬—恩”教育协同
发展根基，形成了“把薄弱校做强、把普通校带成特色校”的新气象。

集团化办学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互派教师取长补短促进共同成长

扩大教育协作“朋友圈”实现深度“相融”

多措并举谱写教育协作新篇章

开展教育协作以来开展教育协作以来，，蓬蓬
江区和恩平市积极推动两江区和恩平市积极推动两
地教师团队的交流互动地教师团队的交流互动。。

恩平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恩平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百个百个
组织千名党员访万家组织千名党员访万家””党员干部和教师党员干部和教师
大家访活动大家访活动。。

陈建贞陈建贞（（中中）、）、向思衡向思衡
（（右右））与恩平市恩城第二中与恩平市恩城第二中
学的老师探讨集体备课的学的老师探讨集体备课的
方向方向。。

恩平市恩平市
恩城中心小恩城中心小
学学（（东安校东安校
区区））的学生的学生
参加蓬江区参加蓬江区
紫茶小学教紫茶小学教
育集团举办育集团举办
的美育作品的美育作品
展示活动展示活动。。

在蓬江区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的美在蓬江区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的美
育作品展示中育作品展示中，，恩城中心小学恩城中心小学（（东安校区东安校区））带带
来课本剧节目来课本剧节目《《小英雄雨来小英雄雨来》。》。

恩平市教育局机恩平市教育局机
关党员干部和江洲中关党员干部和江洲中
学党员教师与学生及学党员教师与学生及
家长面对面交流家长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