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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近年
来，宿迁市宿城区以均衡为主线，以质量为核心，以改革为动力，在推动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本期“初中教育”专版聚焦宿城区初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阶之路，展现其创新举措与显
著成效，为我省教育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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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3育

自 2021年起，宿迁市宿城
区投入1.49亿元启动教育数字
化转型工程，实施“学在宿城”
人工智能+智慧教育创新应用
项目建设。4年来，宿城区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助力下实现课堂教学、教育管
理的双重变革，构建“技术赋
能、城乡联动、资源共享”的立
体化互动课堂运行体系，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数字化
转型“宿城模式”，为探索区域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有
效新路径。宿城区被确定为全
国第二批“央馆人工智能课程”
规模化应用试点区，被省教育
厅、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等部门确定为“江苏省智
慧教育样板区培育区域”。

构建数智化技术“底座”，
夯实互动课堂硬件基础

宿城区累计建成智慧教
室 448间，配备 AI教学终端、
全息投影设备、双师课堂录播
系统等智能硬件，实现 5G网
络和教学终端设备校园全覆
盖；依托大数据中心，建设“学
在宿城”智慧教育云平台，整
合“教学应用”“三个课堂”“教
研巡课”等 3个系统 17个数字
化模块，提供备课、上课、巡
课、评课的闭环服务；通过统
一身份认证系统，连通全区 40
所公办中小学（含教学点），周
均支撑 70余节城乡互动课堂
实时直播，累计生成教学互动
数据 10万条，为精准满足乡村
教学需求提供数据支撑。

打造“1+X”城乡结对模式，
实现优质资源均衡配置

宿城区建立“城区牵头学
校+乡村薄弱学校”结对机制，
由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
分校、宿迁市实验学校等 16所
优质校牵头，与 24所乡村学校
组建“教学共同体”，通过“名师
课堂”“同步课堂”“名校课堂”
三大应用场景，实现城乡课堂
实时互动，教师跨校协同教研、
备课。如南师附中宿迁分校城
北路校区通过互动平台，与 3
所乡村初中同步授课，实时共
享课件资源，实现线上教学、答
疑互动、作业布置等同步；针对
美术、音乐等乡村学校薄弱学
科，通过“直播+录播”双模式，
年均输送特色课程 300余节，
覆盖乡村学生 2.1万人次。同
时，开发“名师课堂”资源库，提
供名师优质课例、精品题库、专
业文章、优秀课件等资源，乡村
教师按需“点单”，实现“一校带
多点、一校带多校”的“以点带
面”辐射效应。

强化信息赋能师资培养，
“城乡互哺”共成长

宿城区“城乡互动课堂”设置“同步评课”
“在线巡课”“直播教研”等板块，累计开展线上
教研活动 60余场，培训乡村教师 2000余人次。
乡村教师通过线上观摩城区课堂全流程，累计
生成个性化教学改进方案 1200余份。同时，反
向挖掘乡村学校特色课程，如马勺脸谱文化课
程、青花瓷课程等，通过平台向城区输送优质校
本资源，形成“城乡互哺”的师资成长生态。数
据显示，“学在宿城”项目实施 3年来，乡村学校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达标率从 71.2%提升至
90.8%，课堂互动率提高 28%，学生满意度达
90%以上；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成效明显。

探索“数据评价”管理机制，
激活均衡发展内驱力

宿城区出台城乡结对互动课堂考核评价
方案，通过“学在宿城”智慧教育云平台实时监
测城乡互动课堂质量，设立“任务完成”“组织
实施”“绩效评价”“典型经验”等 12项评估指
标，动态调整结对帮扶方案；建立跨校协作激
励机制，将教师参与互动课堂成效纳入年度考
核、评优评先体系，累计表彰“互动课堂应用优
秀教师”29人，形成从“要我用”到“我要用”的
主动创新氛围。目前，“城乡互动课堂”已覆盖
全区所有乡村学校，累计开展同步课堂 2500余
节、跨校教研 60余次，城乡学校课程开齐率达
100%，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度监测指标显
著提高，初步构建起“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公平”
的区域样本。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的今天，
宿城区将持续推进前沿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探索AI个性化学习、虚拟课堂等创新场景应
用，为个性化教学和精准化管理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持续优化“城乡互哺”机制，推动城乡学校
在体育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领域的深度
融合，激发乡村教育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

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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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质均衡的基因融入教育发展的血脉让优质均衡的基因融入教育发展的血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校长崔超：作为南师附中教育集团的
一员，我们始终注意避免“千校一面”。
自 2009年创办学校起，我们就坚持双
轨并进：既要传承百年附中“嚼得菜
根，做得大事”的精神血脉，又要扎根
宿迁大地培育本土特色。在文化传承
上，我们构建双向激活的课程机制，开
发“智立方”课程体系。国家课程是主
干，而枝叶则蓬勃生长于乡土。我们
与本地文化学者、手艺人共建，打造更
加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面对集团化
办学中的同质化风险，我们选择用“标
准化基础+个性化生长”破局。太湖路
校区以“小水滴”文化浸润品格教育，
开发出“水育”德育课程群；黄海路校
区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实现乡村教学

点与城市课堂实时互动；学院路校区
则成为创新试验田，60余个社团中，学
生争相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曾有同
行问我：“名校分校如何避免沦为‘文
化飞地’？”我的答案是：教育均衡的本
质是文化共生——既要让百年附中的
治学精神在此生根，更要让宿迁的楚
汉豪情、水乡灵韵化为教育基因。当
我们看到学生用扎染技艺创作现代装
置艺术，用“霸王鞭”节奏编排数学公
式记忆操时，我知道，教育的生命力，
正源于这种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土
的双向奔赴。

宿迁市实验学校校长张坤：在推
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深
感“流水线”式培养对个体生命的压抑。
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选择以“循优赋
能”为突破口，推动从“补短”到“扬长”
的育人范式转型。首先，科学循优的
关键在于“看见”。我们开发“三维优
势雷达系统”，通过课堂观察、社团记
录等动态捕捉学生潜能。九（8）班学
生侍新然的故事最具说服力——信息
技术老师发现其对各种复杂的机电设
备很感兴趣，经过“微特长认证”评估，
学校为其配备实验室、对接高校导师，
最终他独立制作出纯手工的二进制计

算器模型。这套系统现已细化至 12
大领域 86个微特长项目。其次，赋能
体系的核心是分层响应。在基础层，

“选师走班”打破行政班壁垒；在发展
层，学校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在提高
层，有服装设计天赋的学生不仅拥有
个人工作室，还可以获得赴苏州丝绸
博物馆研学的机会，这些资源通过“优
势兑换”机制流通，学生可用特长学分
兑换课程免修或参加夏令营资格。再
次，教育的终极成就在于“被看见”。

“琢见论坛”让思想者发声，“艺润涂鸦
墙”让沉默者表达，“情润作业”则把公
益服务记入成长档案。去年毕业季，我
们为每个学生制作《优势发展白皮书》。
当家长看到孩子从“数学困难户”到“模
型制作达人”的蜕变轨迹时，感慨道：优
质均衡教育的真谛，是既让麦田长出麦
穗，也让荷花绽放于水塘。

宿迁市宿城区中扬初级中学校长
孟永：作为洪泽湖畔的乡村学校，我们
曾陷入资源困境：无先进设备、无名师
团队、无生源优势。但当我带学生在
湖滨徒步时，一个孩子指着水面波光
说：“校长，湖水会教我们知识！”这句
话点燃了我们“水润文化”的构想——
教育的活水不在他处，就在脚下这片

滋养千年的土地上。“五育融合”如水
系交汇，让我们的每门课程都涌动着
磅礴的生命力。润德课程是精神源
流，其中鲜活的“行走思政课”让家国
情怀具象化。润智课程打破学科孤
岛，如制作洪泽湖木船模型时，数学组
测算船体比例，物理组解析浮力原理，
历史组考证宋代漕船形制，劳动课则
带学生剖篾编缆。当一艘承载多学科
智慧的木船下水时，它已是知识融合
的实体符号。润体课程锻造水乡筋
骨，如非遗渔鼓操进大课间，成子湖 18
公里徒步成为“毅力勋章”。润美课程
转化自然之美。学生用芦苇秆拼贴
《洪泽四季》，用拾取的贝壳创作《渔舟
唱晚》。这些作品陈列于校园“水韵长
廊”，成为最美的乡土教材。润心课程
如春雨滋养。心理咨询室“若水轩”的
水流沙盘，让焦虑随波纹消散；“心灵
摆渡人”信箱收到学生来信后，我们据
此开设“亲子划船日”以改善家庭关
系。有专家问：“乡村学校如何抵御同
质化冲击？”我的回答是：“当教室的窗
户向湖面敞开，当课程扎根于土地，教
育便有了抵御同质化的免疫力。”我坚
信：以乡土为源的教育，终将汇入文明
的大海。

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三人谈

区域巡礼

观点荟萃

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古黄河畔的智
慧教室，20公里外乡村初中传来的朗
读声正与城区课堂同步回响。在宿迁
市宿城区，思想变革编织起城乡共进
的保障网，智慧教育平台架起优质资
源的输送桥，机制创新让每一名学子
都能感受同样的教育温度。这场持续
的初中教育“破茧行动”，让优质教育
的暖阳洒满每寸土地。

近年来，宿迁市宿城区积极破解
初中教育的核心痛点和发展难点，深
入推动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城乡一体化，坚持以均衡为主线，以质
量为核心，以改革为动力，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全力打造宿迁市现代
化教育高地。

思想变革，
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

中扬，地处宿城区东南边缘。宿
迁市宿城区中扬初级中学是该区名
副其实的最偏远的初中。近年来，
该校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不断
攀升。“当时我们和小学共用校舍，
房屋老旧，设施老化。”该校老教师
刘检提起以前的校园环境，依旧很
感慨。“现在的校舍是 2019年异地新
建的，又陆续配备了多功能教学一
体机、城乡互动课堂等智能化设备，
如今我们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不输
城里学校了。”

像中扬初中这样“蝶变”的学校，
宿城区还有很多。5年来，全区累计
斥资逾 50亿元打造现代化校园集群，
新建、扩建 16所学校并改善多所校
舍，惠及 4.57万学子。“特别是投入
3.5亿元专项资金实施薄弱学校改造
计划，为每间乡村教室都配备了与城
区同规格的多媒体设备，实现了城乡
孩子同享好教育的梦想。”宿城区委
教育工委委员蔡海瑞介绍说。

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条件的转
变是基础，思想转变是关键。“教育不
是挑选金子的筛子，而是滋养生命的
沃土。”宿城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
育局局长卓成金在 2024—2025学年
度开学工作会议上形象地诠释了教
育的真谛。从举全区之力打造“一枝
独秀”，到逐步聚力于多点开花、百花
齐放，优质均衡已经成为宿城教育人
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原则。《宿城区义
务教育学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5》《宿城区乡村新优质学校
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文件，
均以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
基石。

当城乡课堂共享知识晴空，宿城
教育人开始思考更深层命题：资源普
惠是否带来标准化产出？答案写在孩
子们绽放的笑脸上——在中扬初中创
客空间，学生廖江敏正用城区共享的
3D建模软件调试“智能秸秆回收装

置”，该灵感源自学校组织的一次乡村
实践活动。“资源均衡不是削峰填谷，
而是让每颗种子都找到适合的土壤。
我们注重‘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该校校长孟永介绍道。

机制创新，
让优质教育资源叠加再生

2024年，一所崭新的现代化园林
学校矗立在京杭运河南岸，这是宿城
区和苏州市吴中区合作创办的宿迁木
渎实验学校。该校引进了江苏省木渎
高级中学和宿迁市实验小学管理团
队，为实现宿城两河片区教育洼地崛
起贡献了重要力量。

引进省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
作办学，是宿城区落实“学有优教”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宿城区先后与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江苏省木渎高级
中学等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办学。其
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作
为南师附中在南京市外的第一所分
校，在宿城深耕 16年，目前已经形成

“一校五区”的办学格局，成为“名校办
名校，分校成名校”的典型。

宿城区不仅引进域外资源，还通
过集团化办学扩大区内名校辐射力。

“自 2016年启动集团化办学以来，我
们不断优化升级，让每个学生都能享
受更公平优质的教育。”宿城区委教育
工委委员王平介绍说。全区组建宿迁
市实验学校、南师附中宿迁分校等 4

个初中教育集团，吸纳成员校 20所，
公办初中实现集团化办学全覆盖。

宿城区实施集团化办学的数年期
间，一批学校发展起来，万千家庭“在
家门口上好学校”的梦想成为现实。
南师附中宿迁分校城北路校区前身是
宿迁学院附属学校。2018年 5月，该
校正式被南师附中宿迁分校托管，7年
来，学校实现了“三年三大步，四年上
台阶，五年创新高”的跨越式发展，赢
得了家长的口碑和社会的认可。如
今，该校区已作为牵头校领办了自己
的教育集团。

从集团化办学的“基因植入”，到
特色化发展的“内生蝶变”，这场持续
7年的教育革新绝非简单的名校复
制，而是依托引进名校、集团化办学
等手段，让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增生，
覆盖面不断扩大，学生和家长获得感
不断增强。

科技赋能，
激活城乡教育发展动能

“请我们洋北初中的刘子涵同学
回答这个问题……”在南师附中宿迁
分校黄海路校区八（1）班教室，正高
级教师李军正在依托城乡互动课堂，
给宿城区洋北初级中学八（2）班学生
上同一节数学课。“两个班上课内容、
进度、作业完全一致。”李军说。

城乡互动课堂是宿城区基于信息
技术，让城乡学生跨越时空同上优质
课的生动实践。目前，宿城区已建设

448间 AI智慧教室，覆盖全区所有乡
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和农村寄宿制
学校，并开展常态化同步备课、同步上
课、同步研修和同步评价。“目前，宿城
智慧教育云平台日均使用 7156人次，
日均访问 2798人次，日均备授课 2480
次，累计上传各类资源 32746份。宿
城区教育正因科技赋能逐渐转变教学
方式、教研方式、教育管理方式。”宿城
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陆彬表示。

智慧教育改变的不仅是课堂模
式，还有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宿
城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方圆通过
智慧教育云平台在线巡课功能，随
时查看学校上课情况。“以前听课、
巡课需逐个学校跑，效率低，覆盖不
全。现在通过在线巡课平台能够随
时查看教师上课情况，而且 AI智慧
教室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调取听课
学生的微表情，分析其课堂专注情
况，形成个性化的课堂大数据，对于
开展教研、分析学情有着重要的作
用。”平台还开设教学安全监测、教
师信息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模块，
实现教育管理信息化、智能化。

从理念革新到机制突破，从硬件
升级到智慧赋能，宿城教育人以破茧
的勇气与育人的匠心，在城乡教育的
经纬间织就一张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
网络。宿城区让优质均衡的基因融入
教育发展的血脉，让每个孩子的潜能
都得到挖掘，绘就了乡村振兴与城市
现代化交相辉映的幸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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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学校在长期发展中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印
记。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的进程中，如何因地制宜
地传承和发展学校特色？宿
迁市宿城区深耕教育领域多
年 的 3 位 校 长 给 出 了 独 到
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