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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制尧 集团化办
学噎噎随着首都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逐渐深入袁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家门
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遥 截至 2017年底袁
北京市已有 131 个学
区袁 覆盖 12个区袁1053
所法人学校袁 占中小学
总数的 64.6%遥 平均每
个学区规模为 8 所学
校袁 学区在校生总数
96.8万人袁 平均每个学
区在校生 7400多人遥

从实际效果看袁学
区制改革缓解了择校
矛盾尧保障义务教育入
学机会公平袁拓展了教
育资源尧构建开放办学
格局袁 强化了统筹协
调尧有效提升区域整体
办学水平遥

如何让学区制改
革发挥更大的作用尧惠
及更多学生钥 北京市教
委最新发布的叶关于推
进中小学学区制管理
的指导意见曳渊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明确袁要充分
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袁缩小
校际教育差距袁促进区
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袁
不断满足师生多样化
发展需求遥

按照叶意见曳要求袁
北京市还将深化中小学
学区制改革袁 加大教育
资源的统筹力度袁 优质
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将进
一步扩大袁校际尧区域差
距进一步缩小袁逐步形
成以学区为依托的学

校尧家庭尧社会协同育
人格局遥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袁 在完善学区
治理体系方面袁 北京市
将组织协调学区尧学校尧
家庭尧 社区以及社会力
量代表共同参与学区建
设与管理遥通过协议尧协
商等方式袁 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袁 促进各方
教育责任共担尧 发展利
益共享遥 在搭建资源共
建共享平台方面袁 将搭
建学区发展平台袁 组织
开展课程教学研讨尧教
师教科研训活动曰 搭建
学生学习成长平台袁组
织开展学生综合实践活
动和综合素质发展交流
展示活动遥 叶意见曳还提
出袁 将探索建立干部教
师合理流动机制和绩效
考评制度袁 进一步完善
学区兼职干部教师和在
学区内跨校任职任教的
干部教师在绩效奖励尧
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政策
保障遥

2018 年袁北京市教
委将促进各区集团化办
学探索袁 加大市级经费
支持力度遥此外袁市教委
还将加强项目研究和实
践指导袁 分别委托清华
大学尧北京教育学院尧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
集团化办学尧 学区制改
革和九年一贯制办学等
方面的项目研究袁 不断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袁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遥

2018年 9月入读西中
街小学的张翊馨就受益于
学区制改革遥张翊馨的妈妈
曾经担心学校硬件设施跟
不上袁学校规模小袁甚至考
虑卖房子换学区遥但在学区
制改革方案出台后袁西中街
小学与北新桥小学成为野一
长执两校冶联盟学校袁不仅
有丰富的教师资源和硬件袁
未来孩子小学毕业还可以
直升北京市东直门中学遥

北京第一师范附属小
学校长张忠萍表示袁 相信
叶意见曳 的出台能更好地推
动每所学校的特色建设袁促
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袁让每
名学生都享受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遥

在实行了 10年之久的
学区化基础上 袁 东城区
2014年出台了 叶东城区实
施学区制综合改革方案曳袁
进一步深化学区管理的细
节和目标遥 经过 4年发展袁
东城区目前共有和平里学
区尧安交东学区尧北东学区尧
景东学区尧 东朝建学区尧东
崇前学区尧龙体学区尧天永
学区八大学区遥学区工作委
员会由教委委派干部尧学区
轮值主席尧 成员校校长尧相
关直属单位领导及专职督
学共同组成袁实施教委与学
区一体化管理模式遥学区内
包括学区工会尧 学生会尧家
委会以及社区社会相互支
撑监督的民主开放的办学
体制遥

目前袁 学区内优质小
学尧初中类型基本达到科学

配比袁形成教育品牌相对聚
集尧 初中小学比例合理尧教
育类型丰富尧学区制对口和
九年一贯入学稳定的发展
格局袁破解了择校难题遥 学
区内校际间建立联合发展
工作机制遥遵循校际间相同
的文化根源尧相近的位置渊
源尧 相似的文化特色的思
路袁设立了校际间组团式共
同发展模式袁实现学区内教
育的全面优质品牌化规模遥

东城区根据各学区特
色发展要求袁 建设学区学
生身心健康服务中心尧学
区重点学科实验室尧 学区
资源中心尧学区中心食堂尧
学区教育后勤服务中心尧
学区考试招生指导服务中
心和学区教育教学研究中
心等教育相关配套设施袁
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生活
一体化服务遥

东城区教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袁 力争到 2020 年袁
全区实现优质品牌学校学
区全覆盖曰 义务教育阶段
实现从 野人人有学上冶到
野人人上好学冶 的目标曰教
师身份更加灵活袁 干部教
师在学区内有序顺畅轮岗
交流曰 学校办学自主权得
到充分释放袁 学校之间呈
现相互衔接尧顺畅贯通尧相
互促进尧 共同提高的良好
格局和发展机制曰 建立学
区管理尧运行尧监督尧保障
机制袁 形成相对有效尧完
备尧定型的制度体系袁全面
提高东城教育的国际化尧
现代化水平遥

学区制改革 让人人上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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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学校想组织一场
500名师生尧家长参加的
学生成人仪式袁没有理想
的场地怎么办钥 冶这对海
淀区中关村学区来说根
本不是问题要要要点开中
关村学区教育资源共享
平台袁学区委员会各单位
的优质资源汇聚其中袁
野精准查询冶野智能推荐冶
野在线预约冶袁中关村中学
知春分校的学生成人仪
式如愿在中科院物理所
礼堂成功召开遥平台动态
展示了学区资源的供给
和使用情况袁线上线下资
源在此融合与重构袁场馆
共用尧课程共建尧资源共
享尧 专家共治都得以实
现遥中关村学区引进了中
国教科院野新样态学校联
盟冶 项目袁9所学校参与
研究袁共同经历了专家论
证与调研指导尧校际开放
互动等环节遥

2015年袁海淀区在先
期试点的基础上袁 正式公
布将辖区内的 122所小学
和 77所中学依据乡镇街
道划分为 17个学区遥经过
1年多时间袁 海淀区学区
制改革在贯通义务教育学
段有机衔接袁 打破资源壁
垒尧 推动资源共享等多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遥

几乎与海淀区同步袁
朝阳区也正式对外发布
新调整的 15个义务教育
学区袁形成以强带弱的新
格局遥石景山区尧丰台区尧
平谷区也相继成立组建
集团和学区袁转变区域教

育的发展理念遥
学区制改革带来的

变化明显遥过去对学生的
教育供给袁是由一所学校
单独提供的遥而学区制改
革袁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
元尧可自由选择的教育资
源袁野网格化冶的学习最终
给学生带来了更好的体
验遥海淀区中关村学区管
理中心主任王振惠表示袁
在改革过程中袁中关村学
区发挥组织架构优势袁学
区委员会与学区管理中
心加强密切合作和科学
治理袁联动街道尧派出所
精准预测区域内学龄儿
童分布袁畅通百姓沟通渠
道袁 落实就近入学政策曰
以互联网+为依托袁搭建
涵盖 379 个优质教育资
源的中关村学区教育资
源共享平台曰引进中国教
科院 野新样态学校联盟冶
野合作学习冶等项目袁组织
12所中小学校探索人才
贯通培养路径袁为学校搭
建发展平台遥

一份海淀区学区制
改革的调研结果显示袁超
过 70%的老师对于学区
教育教学改进和资源统
筹共享工作表示满意袁有
接近 80%的教师对学区
义务教育入学和德育尧体
育等工作表示满意遥学校
干部教师对学区制改革
总体持乐观态度袁期望今
后在扩大办学空间尧教学
指导和师资共享等方面袁
能增强学区内校际联动袁
更好地提升教育品质遥

银 学区内中学生和小学生共上兴趣课遥
荩

花园村二小举办跳骚市场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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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学生都享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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