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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教字〔2020〕14号

阳城县教育局
关于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的

实 施 意 见

各乡（镇）中心学校、中学，县直初中、小学：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精神和省教育厅、市教育局有关义务教育办

学模式改革及试点的意见，切实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

提升义务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结合我县实际，就

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教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坚持“优先发展、统筹规划，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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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公平共享，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的原则，把均衡优质

作为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的重要内涵，聚焦薄弱环节和

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缩小城

乡义务教育差距，力争基本达到国家优质均衡发展区域要求，为

建设教育名城奠定坚实基础。

二、发展目标

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盟区制办学模式改革，建立紧凑型城

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在县城优质学校的主导和组织下，

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共享、优质校园文化共融、优质管理模式共通、

优质教学教研共有，深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三、组织建构

现有县直小学和乡镇中心学校 20 所，县直初中和乡镇中学

23 所，按照学段和片区统筹安排，组建 6 个城乡义务教育发展

教学共同体。

（一）小学阶段教学共同体设置

1.实验小学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阳城县

实验小学

集团

西河中心学校 演礼中心学校

固隆中心学校 东冶中心学校

横河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2.阳城二小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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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

第二小学

白桑中心学校 凤城中心学校

北留中心学校 次营中心学校

蟒河中心学校 驾岭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3.阳城三小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阳城县

第三小学

润城中心学校 町店中心学校

寺头中心学校 芹池中心学校

河北中心学校 董封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二）初中阶段教学共同体设置

4.阳城三中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阳城县

第三中学

北留中学 午亭中学 町店中学

西河中学 固隆中学

横河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

5.阳城四中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阳城县

第四中学

白桑中学 润城中学 王村中学

次营中学 玉琳中学 东冶中学

董封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

6.阳城五中教学共同体

主体学校 成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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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

第五中学

寺头中学 芹池中学 演礼中学

河北中学 蟒河中学 八甲口中学

驾岭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

四、运行机制

（一）优质教师资源共享（责任科室：人事股）

教师交流是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在学校的机构编

制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教学共同体学校教师数量均衡、学科结构

优化、骨干教师和优秀教师合理流动。

一是县城优质学校教师优先在教学共同体学校支教。在不影

响县城优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统

筹安排优秀教师到教师资源相对匮乏的成员学校支教。

二是农村学校领导、教师到县城优质学校定期交流、跟岗培

训。教学共同体成员学校有管理锻炼和教学提升需求的，可优先

交流相关人员到县城优质学校任职任教。

三是面对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相对不足的两重

困境，可采取“多校设岗、一岗多校、共聘一人、就近走教”的

办法，解决艺术、体育、信息技术等紧缺学科问题。

四是在全面推行“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中，跨校竞聘的

教师优先在共同体学校应聘。

（二）优质校园文化共融（责任科室：办公室、基础教育室）

文化是学校建设的灵魂，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的文化

对于学校品牌、特色的形成，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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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重要的影响。各学校要在三年发展规划方案与实施中，继承

传统，结合校情，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符合共同体发展的校园文

化。

一是加强物质文化研讨。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空间物质形

态。学校的总体结构和布局、校园绿化和美化、教学设施设备等

都是学校物质文化的直接体现。共同体学校之间要加强沟通，既

彰显共同的文化追求，又根据学校历史、发展现状、学生特点，

突出自我、张扬个性，努力建设各具特色的校园物质文化，营造

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

二是强化制度文化交流。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内在保障机

制。在教学共同体联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要规划办学理念、办

学精神、办学目标、发展战略、治学方针等，要制定会议制度、

学习制度、教师交流制度、学科教研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质量

监测制度、工作考核制度等，逐步形成紧凑型教学共同体。

三是促进精神文化发展。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发展内核要

素。各教学共同体要通过宣传教育、文化活动、社团活动、社会

实践等，增强共同体凝聚力，展示共同体新形象，真正实现共同

体共融共荣。

（三）优质管理模式共通（责任科室：计财股、基础教育室、

安全协调服务中心、职成教育室、学生资助事务中心、思想政治

教育室、督导室、青少年活动中心）

一是要帮扶到位。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内县城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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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交流管理干部、教学骨干，输出管理理念、教学效益，

帮助共同体成员学校中的农村薄弱学校，实现校际之间管理对

接、融合发展。

二是要注重协作。办学模式改革实施后，各学校要开诚布公，

互鉴互学。主体学校要积极承担责任，谋划好、召集好、组织好、

协调好教学共同体校际协同发展。各成员学校要端正心态，主动

融入，既要积极展示，发挥特长，也要见贤思齐，补足短板。

三是要搞好活动。要经常组织参观学习、结对互访、讲座报

告、经验介绍等活动，努力实现教育教学理念与管理上的对接与

移植。要整合教学共同体内的优质教师资源、课程改革资源、教

学设施资源等，统筹实施，互惠共享。

四是要推进创新。各教学共同体要建立优质均衡发展工作考

核评估制度，探索共同体内学校绩效捆绑考核办法，实行内部独

立考核评价。要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学校制度，要在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教辅工勤人员调配、

学校发展目标规划、教师专业成长体系等方面出新招，看实效，

要在办学理念、文化品质、管理品牌等内涵发展上下功夫，共同

迈向优质均衡。

（四）优质教学教研共有（责任科室：教研室、电教馆、招

生考试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教学相对统一。教学共同体内部要统一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

方案，统一组织备课，统一教学进度、学业测试和教学考核，统



- 7 -

一开展教育质量评价，统一开展课堂教学改革。

教研跨校开展。建立教学共同体内教研教改协作机制，共同

开展大教研活动。教学共同体内部要成立多学科教研大组，进行

联合教研，在主体学校与各校区之间开展“轮讲、共听、互评”，

进行课堂教学示范、教学专题研讨等活动，共享教育资源，共同

提高教育质量。

打造名师团队。教学共同体要以各学科骨干为基础，组建名

师团队。以点带面、以面促点，在有计划、有规划的活动中，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五、保障机制

（一）成立教学共同体工作领导组

组 长：张国瑞（教育工委书记、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早福（教育工委委员、党组成员、副局长）

裴保军（教育工委委员、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县直初中、小学校长

乡镇中心学校、中学校长

教育局各股室股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研室。

（二）建立教学共同体联席会议机制

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教学共同体主体学校校长为联席会议召

集人，统筹规划共同体年度发展目标和每月联席会议议题。共同

体各成员学校校长轮流担任主席，每月组织、主持一次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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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调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讨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共同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办学水平。

（三）建立教学共同体督导考核机制

县局在已有考核方案的基础上，以一定的比例或系数量化数

据，对各教学共同体进行统一考核。教学共同体主体学校和成员

学校捆绑考核，记入各学校的年终考核，与各学校校长的奖励性

绩效工资挂钩。要完善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强化督导结果运用。加强年度考核并予以表彰奖励。

阳城县教育局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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