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连年领跑 桂城有何秘籍？
通过“教育城市化”规划，深化“教育桂城”品牌，建设教育强镇

今年中考，桂城教育继续以高
质均衡的姿态领跑佛山。全市总
分前100名屏蔽考生中，南海占
81人，桂城独占50人。各高分段
数据亮眼：679分以上（区前600
名）考生共284人；660分以上考
生共774人；650分以上考生共
1148人；600分以上考生共2644

人。509人次获得单科满分，其中语文70人次、数学52人次、
英语80人次、物理70人次、化学85人次、政治66人次、历史
86人次。

中考屡创佳绩的背后，与桂城始终坚持推进义务教育高位
优质均衡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近年来，桂城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释放发展新空间，引入
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社会发展一路领跑。与此同时，桂
城致力打造“公平均衡、生机盎然、温暖包容”的城市教育文化，
结合城市发展与市民需求，悉心写就“高分秘籍”。

格局、视野、情怀、担当，这些

字眼，内蕴于桂城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顶层设计中。

桂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

先发展的位置。桂城街道党工委

书记麦绍强介绍，对整个区域教育

发展“一盘棋”的决心，对教育布局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魄力，汇聚到

桂城的教育，就是“加大投入、优化

布局、增值提质”三大举措。

从2012年起，桂城通过“教育

城市化”规划，深化“教育桂城”品

牌，建设教育强镇。从 8年前的

1.0版本，至2020年的3.0版本

启动，短短8年时间实现了三进阶，

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教育项目跻身

全省全国之列；完成村域学校“居

（村）所有·街道管理”的模式推进工

作；全街道划分学区和对中小学校

校名实行城市化命名；加大投入，

形成完备的“两线并进”的现代教

育发展体系等。

2013年，教育强镇省复评组

赞誉桂城教育是“南海素质教育的

标杆、佛山乃至全省优质教育的典

范”；2018年，省复评组再给予桂城

两个“示范”两个“创新”的美誉。

而在规划逐步落地的过程中，

最为全社会称道并屡次刷爆社会

热点的，是桂城对教育硬件不遗余

力的大手笔投入：自2016年起已

投入19.2亿元，完成了包括灯湖

小学等12所中小学校新建扩建，

预计2022年前将完成22所学校

建设任务，总投入超35亿元，新增

学位约3.3万个。

“大城资源，小城成本。教育

是桂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桂城

的第一民生。”桂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岑灼雄对桂城教

育作出这样的评述。正是一所所

“高颜值”新改扩建学校的启用、一

批批先进教学硬件的更新换代，让

“想要孩子能成材，请到南海桂城

来”这句口号更添底气。

2017年，一所投资超2亿元

的全新全日制公办初级中学在三

山新城拔地而起，依山傍水，环境

优美。今年，这所学校完整培养的

第一届学生参加中考，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一名学生高分被屏蔽，成

为桂城公、民办初中优质均衡发展

的有力佐证。她，就是位于三龙湾

南海片区的文翰中学。

“文翰中学的办学理念是：做

未来的教育！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文翰中学校长岑广翅表示，文

翰中学从规划选址时，就是以片区

龙头公办学校为目标来打造的。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给予了文翰中

学极多的指导和帮助，并鼓励学校

更新办学观念、大胆改革创新尝

试，拉动整个板块的教育质量。此

外，街道采取学校教育共同体建设

模式，开展学校结对交流、名师交

流等，选派名师、优秀干部到东部

相对薄弱学校，缩小城乡差距、区

域差距、校际差距，城区学校、优质

学校教师交流轮岗的比例为

100%。各项教育资源向相对薄弱

的教育板块集中倾斜，均衡教育资

源，实现优质教育。

经过三年的努力，文翰中学办

学特色凸显，与众多学校一起，丰

满着桂城“一校一品”特色教育格

局。文翰中学乃至文翰片区，是桂

城教育迈向优质均衡的一个缩影

——文翰片区往后将会是桂城学

校密度最高的片区之一，各种类

型、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学校超

20所。

坚定优质均衡目标
做强教育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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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教育质量长期位居

全市前列，中小学生学业质

量、学生学科竞赛、教师技能

展示活动等，以绝对优势领

先，特别是中考优生人数一直

在高歌猛进。要保持持续的

优势，就要不断突破和变革，

南海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也深深烙印在桂城教育的基

因中。

在桂城灯湖小学，学校

规模大、师生人数多，如何面

向全体老师培养新基本功？

这是三年前，灯湖小学校长邓

爱勤面临的难题和考验。

2017年 11月，南海区

教育局与华东师大“生命·实

践”教育学研究院签署“新基

础教育”实验研究合作协议，

桂城拿出“航母级”的学校

——灯湖小学作为首批实验

学校，开展大胆探索。

“新基础教育”要求学校

从上至下摆脱被动、模式化

的教学，从校领导到教师到

学生，从课堂到班会到日常

管理，要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为主，培养问题意识和学生

立场。学生们在老师的精心

安排和设计下，有序地呈现

事先排练好的节目，这在过

去被视作“完美”班队会，与

“新基础教育”是背道而驰

的。

“这种变化从理念到实

践都是‘大刀阔斧’的。”随着

实践落实到各个班级，落实到

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邓爱勤

发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一

开学的班会课学生就在关心

讨论如何管理学校开放书吧

的相关问题。学生自觉参与

到学校管理中来，关心自己的

班级，关心自己的学校，而且

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步形成意

识，长出能力。”

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

断寻求新变量，“求变”或许是

桂城保持优势的一个“秘

籍”。在桂城教育行动 3.0
版本中，不难找到这些变量：

试点打造社区教育全国示范

镇、探索打造创客教育镇本课

程和教材、推进全省首个驻校

社工全覆盖镇街……

深耕基础教育改革

优化教育基因秘
籍

成就教师，成就未来。

就名师人才培育来说，桂城

在十大重点项目中，专门发

布“大匠名师”培育计划，计

划与大学院校、教育研究机

构合作打造“桂城教师学习

中心”，建设专业驱动发展平

台和机制。

桂城通过品牌教师工

程，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加

大名师和后备人才培养力

度。推进两支梯队建设，一

支是镇街-区-市-省-国家级

名师名校长队伍，另一支是

学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首席教师队伍，充分发挥其

示范引领作用。

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桂城教育局除了组织外出学

习、专题培训、读书活动、展示

研讨，还出台了《桂城街道中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三年

计划》，将青年教师作为重点

培养对象，要求新教师第一学

年上学期在学校上适应课，下

学期在街道集中上汇报课，第

二学年在学校或街道上“同课

异构”课，第三学年在街道上

“我离名师有多远”的学科比

赛课，第五学年内有课题研究

或科研成果奖。

这些“要求”激励和鞭策

着青年教师，不断提升课堂教

学水平、教育科研能力及新课

程改革的实践与创造能力。

秉承“抓两头促中间”的

教师队伍建设思路，桂城锻造

出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广东省特级教师有7名，占全

区初中小学总量的72%，占

全区总数的35%；正高级教

师有4名；目前全街道各级名

校长名师工作室总数达到37
个，其中街道级15个名师工

作室共有263位成员。

教师队伍的壮大，引领

着桂城教育事业的专业化发

展。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中小

学生在家上网课，桂城以名师

充当“领头羊”，青年教师为先

锋，教育部门做坚强后盾，线

上教育质量突飞猛进、遥遥领

先，近400节优秀慕课登上

学习强国平台，占南海区总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

有了名师的“点点星

光”，更有整个教师团队的

“全面照亮”，桂城教育在推

广教育教学成果、建立研修

平台、培训青年骨干教师上

基础扎实，朝着基础教育高

水平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坚

定不移地前进。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通讯员 冼思琪邓付生

高规划、大投入、优品质
造就教育底气秘

籍

秘
籍

名师引领、青年教师冲锋

推动专业化发展秘
籍

■灯湖六小。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今年1月9日，桂城街道启动十大教育“卓越-续航”计划。

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摄

制图/彭珍

■灯湖小学体艺节。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