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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幸福在上海

小学，却显得有点“冷清”。

　　2005 年底调到平阳小学当校长的朱红接手工作时，面临着

严峻的“招生难”窘境。平阳小学属于古美街道，对口生源有

180 个，但最终只来 60 多个孩子报名，生源流失严重。

　　如今 12 年过去了，情况与当年完全不一样。现在，平阳小

学从当年 11 个班 300 余名学生扩容到 26 个班近千名学生，家

长们对平阳小学充满信任。

　　校长朱红说，是学校的优质课程，把生源吸引回来，学校

探索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平阳小学有一个名为“Walking 上海”的体验课程，每年的

毕业季，平阳小学学生会走出校园，用脚步丈量上海。老师们

精心设计任务，融入语文、数学、英语学科要求，学生们则拿

着攻略、带着老师，搭公交、坐地铁。

　　朱红坦言，她刚上任时，没有去择校而留在平阳读书的地

段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相当的比例。为了让孩子们尽快

融入上海，从 2006 年起，平阳小学开启“海派文化系列课程”

的研发，《海上七彩风》《小门票看大上海》《小八腊子玩手球》

《Walking 上海》相继应运而生，并配套开发了学习手册《玩转

上海》。如今，这些特色课程衍生了沪剧、弄堂游戏、上海童

谣等 50 多个科目供学生自主选择，并形成了 10 多个学生社团。

　　平阳小学还特别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课程。学校的手

球队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手球男、女队在市级比赛中屡创佳绩，

学校连续举办了 5 届形式各异的“手球节”。以手球项目为基础，

学校形成了以“手球 +”为核心的体育特色。学校与英格兰超

级联赛里的托特纳姆热刺队进行合作，由热刺队提供外方教练，

为学校一到三年级的孩子提供每周一次的国际先进的足球课程；

姚明篮球俱乐部则为四五年级的孩子每周提供一节专业篮球课。

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不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进入中学后，很多中学老师反映，从平阳小学毕业的孩子

阳光、大气。家长们亲眼见证学校的变化、孩子的变化，对平

阳小学越来越有信心，学生回流也自然增加。

　　这些年，“教育焦虑”可以说是各个城市里最热门的话题。

为了上好学校，家长和孩子“挤破头”，焦虑感自然会蔓延。

　　事实上，“教育焦虑”并不是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城市

独有的现象，当城市经济发展，大家对教育的需求更加多样化、

对孩子教育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时，焦虑感就是不可避免的。“教

育焦虑”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在此背景下，公众对于

优质教育资源就有着更大的期待。

　　为了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上海市夯实教育

公平的“厚度”，把为市民提供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作为维

护社会公平、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市级财政优先保

障教育，工作重心和关注重点，聚焦到提升相对薄弱地区和薄

弱学校办学水平上。

　　补齐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发展短板，是让市民获得感最强的

一个改革措施。上海市持之以恒推进中心城区优质学校托管郊

区薄弱学校的委托管理机制，通过政策和资源杠杆，“撬动”

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输入核心管理团队、优质教师资源和先进

办学理念，一批薄弱学校快速提升水平，“原来招不满，现在

坐不下”的生源回流趋势开始显现。同时，一批中心城区品牌

学校到郊区办分校，丰富了郊区优质教育资源。

　　这些年，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上海家长耳熟能

详的词语，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也是为了促进区域教育

资源的均衡。2014 年以来，上海市持续深化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模式，促进骨干教师和教育资源在学区和集团内柔性流动、

实现均衡，已经覆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 55%、学生总

数 50%。倡导和促进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办好每一所“家门

口的好学校”，努力从源头上缓解无序择校问题。

　　在静安区，从 2015 年静安区与闸北区“撤二建一”后，静

安区教育南北两片强强联手，通过打造 8 大教育集团，构建 1

个教育学区，开拓城乡一体化建设新模式，覆盖义务教育全体

学生的 1/3。

　　作为上海市教委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先行试点区之

一，静安区自 2014 年起便开始了集团化办学的实践探索。根据

区域发展布局和定位，构建了“一体多校”“多

校一体”“名校 + 新校”“大社区 + 小片区”“城

乡一体”“委托管理”等多种不同的实践模式。

　　以闸北实验小学老校区为母本构成的静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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