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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有好学校，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和城里学校一样的教育资源！”5月24日，雨湖区柴山学校一位学生的妈妈道出了很多家长的

心声。而这只是雨湖区教育生态圈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八年磨一剑。事实证明，雨湖区举全区之力推进教育生态圈工作，打通了区域教育质量提升的血脉。8年来，雨湖区教育的整体水平

明显提升，教育“底部”不断抬升，校际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差距不断减小，雨湖教育的招牌也越擦越亮，百姓的教育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2011 年，鹤岭镇、姜畲镇行政区域规
划调整至雨湖区，雨湖区成为典型的城
乡二元地区，雨湖教育也面临一个新的
窘况：农村学校占全区中小学校的 60%，
农村学校学生占全区中小学生的 30.2%，
农 村 学 校 教 师 占 全 区 在 职 教 师 的
48.5% 。此后，该区中小学校“城挤乡
闲”、教师队伍“城强乡弱”、教学水平“城

高乡低”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
突出。

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雨湖区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为指引，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提出了建设“1+1+1（强校+薄弱学校+
农村学校）教育生态圈”的思路，即由一
所强校为主导校，其他同层次、不同办学

规模的相关学校为成员校，在教育管理、
师资配备、教学手段等方面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构建一个和谐共生共发展
的教育生态体系。

“相比于集团化办学是主导校的品牌
输出，雨湖区的教育生态圈更侧重于‘和而
不同、和合共生’。”雨湖区教育局负责人
说。具体来说，和自然界中的生态圈一样，

每所学校也需要有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外
部环境，从而形成学校之间良性互动和发
展的链条。

根据规划，雨湖区将区域内的中小学
校按照“统筹规划、强校引领、公平共享、就
近划分”的原则，将 1所城区强校捆绑 1所
近郊薄弱校和 2-3所农村学校，建立了 11
个生态圈。

熙春路生态圈各成员校齐聚鹤岭镇仁兴学校，开展主题为
《携手生态圈，向课改深处漫溯》的深度课改展示活动。

韶西生态圈通过丰富多彩且富有实效的活动改变着农村学校师生及家长的教育观念。

建设教育生态圈建设教育生态圈 办人民满意教育办人民满意教育
———雨湖区—雨湖区““11++11++11””教育生态圈建设纪实教育生态圈建设纪实

风车坪建元学校生态圈开展送教活动。 江南学校生态圈开展教研活动。

金庭学校生态圈教研活动在月塘学校进行。

2016 年 12 月，雨湖区成功创建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获评全省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2017年，
雨湖区获得湖南省“两项督导评估考核”优秀
等次（当年在全省同类地区中排名第一），被
认定为湖南省第四批教育强区；2018年 8月，
雨湖区在全省率先消除义务教育 56人以上大
班额，获省政府奖励 1000万元；2019年 10月，
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湖南教育快讯》
以《雨湖区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建设
教育生态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为题，向全
省推介雨湖区教育生态圈改革经验；2020年 9
月，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现场大会上，雨湖区
教育生态圈工作经验代表湘潭在大会进行交
流；2020年 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重点工作
综合大督查典型经验通报中，向全省推介雨
湖区真抓实干办人民满意教育相关工作……
这是近年来雨湖区教育生态圈建设交出的一
份完美答卷。

雨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总结说，雨湖
区教育生态圈建设成就斐然，具体来说，主
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农村学校教师迅
速成长。2011 年以来，姜畲、鹤岭两镇补充
教师 173 人，教师平均年龄 34.5，音体美等专
职教师 38 人，教师年龄结构、学科结构趋近
科学；2020 年，雨湖区教师在各级各类赛课、
素养大赛、论文评选中获奖达 682 人次，较
2011 年的 161 人次增加了 323%。涌现出一
批优秀农村教师，鹤岭镇立新学校李景文获
评“全国优秀教师”，长城中学欧阳昱被评为

“湖南省优秀乡村教师”，湘锰小学李广粮获
评“最美雨湖人”，仙女中学石艳红代表湖南
省参加全国中学化学实验创新大赛获二等
奖，仙女中学吴健清参加湘潭市中学语文赛
课获一等奖，姜畲中学周湘江参加市中学数
学赛课获一等奖。二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
有效提高。随着农村教师专业水平提升，以
及农村学校开齐、开足、开好了国家规定课
程，农村学校教学质量明显提升，近年来数
据显示，雨湖区农村学校初中毕业学业考试
合格率、普高上线率均逐年上升，近两年学
生回流数也逐步增加。另外，两镇近几年
在课题研究、艺术教育、科技创新等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姜畲镇成功申报 2 个
省级立项课题，鹤岭镇成功申报 3 个市级
立项课题，打破了农村学校没有独立立项
课题的“零记录”。三是农村学校办学品
质快速提升。教师均衡配置工作不但推
动了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也给学校管
理的理念、方法、手段、文化氛围带来了巨
变。如鹤岭镇立新学校的纸影特色教育、
仙女中学的书法特色教育、姜畲镇清联学
校的两型环保教育等学校特色明显。从
2011 年至今，雨湖区先后有 8 所农村学校
被评为省、市两型示范学校，2 所学校被评
为省生态文明校，3 所学校被评为市家庭教
育示范校，7 所学校被评为课改样板校，占
到了全区学校的 40%左右。

“教育生态圈的建立，让我们从整体的高
度审视整个教育特别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
展，通过对自身更加精准的定位，不断健全完
善，形成协调、开放、共享的生态方式，逐步缩
小了城乡教育差距。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始终不渝地走和谐发展的道路，谋求开放
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
兼收并蓄的教育交流，构筑尊崇优质、共生共
进的教育生态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展望未来，雨湖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谭先玉信心满满。

生态圈建立后，如何建设好生态圈则成
为了雨湖区发力的方向。雨湖区委区政府
明确提出，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关
键要实现生态圈教育一体化，让教育要素在
圈内、圈外合理流动。雨湖区教育局则按照

“五个一体化”全力推进教育生态圈建设，即
政策保障一体化、师资配置一体化、圈本研
训一体化、信息技术一体化和党建领航一体
化。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与探索
在雨湖区展开。

俗话说，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雨湖
区首先在顶层设计上，先后研究制定《统筹
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规划方案》《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工
作方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关
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等
一系列文件，并保障经费投入，建立了以工
作绩效和实际贡献为主的生态圈动态管理
机制。区政府每年拨付生态圈基本运行经
费 120万元，八年来，共发放城乡换岗、跨校
任教、流动支教、边远学校教师津贴共计

2891万元。同时，对各生态圈捆绑考核，变
“单位独有”为“圈内共享”，实现了城乡、校
际间的师资均衡和学科岗位均衡，让教育生
态圈内的教师“有信心，有目标”；对各教育
生态圈参与均衡配置和交流的教师在评优
评先、岗位定级、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先
倾斜，让教育生态圈内的教师“有激情，有
奔头”。

教育发展，关键在师资。雨湖区一方面
坚持“校长轮岗交流一体发展”，校长任职 6
年必须轮岗，名优校长在不同的教育生态圈
流动，将好的办学经验在雨湖区大教育内深
度融合。8年来，全区 11个生态圈主导校向
圈内薄弱学校、农村学校输送了 23位管理
人员，好的办学经验得到迅速传播。金庭学
校、风车坪学校的一批业务骨干如胡清、段
敏、王常花、王智萍、赵洪波等先后交流到宝
庆路学校、人民学校、韶西逸夫学校、建元学
校、青亭学校等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任职，
将两所品牌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在
雨湖区花开遍地，其中宝庆路学校、韶西学
校、建元学校如今都成为了生态圈的主导

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促进
教育生态圈师资一体化。近年来，雨湖区通
过公开招聘和定向培养师范生，圈内学校教
师按需换岗补充，以及城乡换岗、跨校任教、
巡回授课的方式，确保了圈内薄弱学校和农
村学校紧缺学科专任教师的配备。同时，在
培育和配置名优骨干教师上发力，充分发挥
骨干的辐射引领作用，通过一个人影响一所
学校乃至整个生态圈。雨湖区对骨干教师评
选实行“指标到校、均衡配置、动态管理”的办
法，随着雨湖区各教育生态圈涌现一大批骨
干名师，以及骨干教师将优质学校、优秀教师
的先进教育理念输送到农村及城区薄弱学
校，带动了农村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大幅
提升。近五年来，该区每年交流人数达到区
专任教师人数的 13%，教育生态圈师资差距
不断缩小。

要使教育生态圈健康发展，教育要素流
动就不能是简单的“单向输血”，而要激发各
生态圈成员学校的“造血”功能。圈本研训一
体化就是一个“良方”。目前，各生态圈均成
立了以主导校牵头的各校校长为核心的管理

团队，以各校生态圈负责人为领头的执行团
队。他们共同商讨生态圈每期的工作计划和
实施方案；对成员校的办学情况、硬件建设、
教师队伍、德育情况、教育教学、科研水平等
方面进行调研，共同寻找提升教师专业成长
的有效途径，探索有利于促进每个学校发展
的不同总体思路和有效路径。各教育生态圈
还通过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种
形式，加强乡村教师的“实战”训练，做到校本
研训圈内全覆盖，逐步实现生态圈内成员校
整体提升。

此外，在信息技术一体化方面，2019
年，雨湖区获评湖南省首批教育信息化融合
应用试验区，全区所有学校实现宽带网络校
校通，以教育生态圈为融合应用网络联校群
基本构架单位。在完成 11个校联体（一个
结对组为一个网络校联体单位）主校构架、
覆盖全部农村学校的基础上，逐步涵盖区域
全体学校，形成集“三个课堂”、在线教研培
训、视频会议管理、资源共建共享的雨湖区
教育信息化融合应用新局面，以此将课堂教
学、教研及教学资源以网络共享的方式推送
到教育生态圈内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实现
课堂教学同步实施、教师同步研修、教学资
源同步共享，并指导其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
开展常态化教学应用活动。

今年 3月，韶西生态圈启动“网络联校”
在线课题培训活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益
智课堂与思考力培养的实践研究”课题培训
通过“网络联校”平台拉开序幕，培训在生态
圈的各个网络教室同步进行。该生态圈相
关负责人介绍，“‘网络联校’是促进教育均
衡、探索教育未来的务实举措，我们将利用
这个平台，带动生态圈学校教师参与名师引
领、网络研讨、资源开发、资源应用等活动，
以‘网络联校’为切入点，加强各校教师队伍
建设，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专业理论
水平，不断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走出
一条‘互联网+教育’的新路子，解决农村学
校课程开设不全、师资不足等问题。”风车坪生态圈启动仪式暨网络联校群签约仪式现场 。

破题 建立11个教育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