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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精神引领江夏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有专家讲座，理论引领；有名校跟岗，实践浸润；名家风采，大开眼界……广泛吸收‘他山之石’，并融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有力地促进了我教学技艺的增长。”今年秋季开学前，在江夏

区教育局校（园）长集训会上，乡村女教师、江夏区碧云小学盛春玲分享自己的教师成长经历时满怀深情地说。盛春玲是从乡村成长起来的省特级教师，名师工作室为她提供广阔平台，师
傅引领，同伴互助，同时她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及时反思总结，潜心课题研究，最终打破了自己的职业天花板，成为了广受赞誉的特级教师。王青枝、陈春芳、赵艳娥……在江夏区，有一批
从乡村成长起来的特级教师，在江夏教育的沃土上发光、发热。

8月2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将教育家精神纳入教师管理评价全过程，同时
推动教师评价改革，畅通教师发展渠道，打破教师晋升“天花板”。

近年来，江夏区教育局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加快补齐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短板，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
给，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

江夏区红旗大道学校揭牌。

江夏区实验小学教联体举办国际文化节。学生以食会友，与
外国友人积极互动。

今秋，江夏区校园面貌更美，师资配备更优，学位容量更大，教育质量更好。

天马行空的现代科幻画创作赛，紧
张刺激的模型拼搭竞速赛，精彩纷呈的
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还能与专家学者
面对面探究蜜蜂的奇妙世界……今年4
月10日，江夏区实验小学教联体举办首
届校园科技节，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
热情，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营造浓厚的科学教育氛围。这
场主题为“童心探科学，筑梦创未来”的科
技节活动吸引了来自该校“一校四区”的
学生们“奔现”体验。

江夏区实验小学教联体由体育馆
校区、熊廷弼路校区、军运村校区、古驿
路校区四个校区组成，是一个集城镇小
学 和 农 村 小 学 于 一 体 的 融 合 型 教 联
体。一年来，江夏区实验小学教联体建
设实现教师队伍共用共管、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家校社共谋共治、条件保障共
促共进，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
和优质均衡发展。今年，江夏区实验小
学教联体入选首批省级示范性教联体
名单。教联体各校区大班额情况得到
有效化解，新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得到
提升，家长及群众对教联体建设认可度
较高，新建学校快速优质成长。

武汉大学教科院在托管委托管理
明熙小学教联体时通过借势发展、借智
作为、借力推进，提升品质，体现教育公
平、教育均衡的思想，被评为武汉市示
范性教联体。在托管之后，专家们深入

班级听课，课后与各学科组进行了研
讨，在充分肯定老师们对教学的热情的
同时，要求老师们彻底转变观念，改变
教学方式方法，以生为本，重视学生的
探究活动。并结合新课标，尝试进行大
单元教学的改革，让课堂和教学质量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

武汉大学教科院团队还组织青年教师
深入学习现代教育科学理论，鼓励教师关
注课堂实践，观察总结课堂优点与问题，形
成对策建议，在教研活动中与老师们共同
研讨，不断开展总结反思，表达自己独到的
理解，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专
家团队手把手地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研活
动，修改并向高级期刊推荐发表优秀论文
10多篇，激发了青年教师开展学术研究的
热情，今年学校获武汉市基础教育成果奖。

目前，像这样的教联体江夏区共有
18 个，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纳入。
江夏区打破校园“围墙”限制，坚持城乡
一体，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继
续采取集团化办学、联盟化托管、教联
体共建等方式，切实办好老百姓家门口
的每一所学校。2023 年 9 月至今，江夏
区各教联体共有 59 名中层和校级干部
轮岗、173 名教师交流、教联体教师师徒
结对827对，开展了各类教学研讨、观摩
交流等活动 1000 余次。教联体建设打
破了“独学”的藩篱，在资源配置上推动
了城乡学校共建共享。

新学期的江夏校园再次进行了提档升
级——江夏区红旗大道学校举行揭牌仪
式，江夏职业技术学校南校区“揭开盖头”，
向阳学校、藏龙第三小学、藏龙第二中学迎
来新生……校园面貌更美，师资配备更优，
学位容量更大，教育质量更好。

随着校园的扩容，江夏区师资补充也
开创新局。编制教师“退一补一”补充机
制得到强化和落实。2024年，江夏区共补
充编制教师381人，名师引进也取得了突
破。今年江夏引进了1名省特级教师，招
聘了60名高层次教师。区局还制定出台
了《江夏教育高质量人才引进方案》，建立
了江夏教育高质量人才引进新机制。

教师队伍年轻化也让新校喜忧参半，
这也是家长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如何
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起来？

江夏区金口初级中学是一所年轻的学
校，学校基本上是年轻人，这几年来，学校通
过“名师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这一模
式来培养年轻教师。在名师引领方面，采取
常态跟岗学习和学科订单提升。跟岗学习，
主要是让年轻教师定期到一初中去参加听
课和学科集体备课活动，让老师们从课标解
读、教材处理、教案撰写以及教学实施等全
方位进行学习；学科订单提升一方面指学科
发展遇到瓶颈时，多次主动邀请教研员到校
进行规划和指导，另一方面依据学生的兴
趣、柔师性、自身需求等方面选择导师，实施
了小组导师制，全面解决学生的思想教育、
学业指导和家校协同等工作，取得了学生和
家长们的广泛赞誉。

江夏区明熙小学充分发挥学校教师资
源的整体优势，通过市学带、区优青教师的

示范和引领，大力开展“青蓝工程”，以传、
帮、带的方式帮助青年尽快成长，让青年教
师树立“风骨坚韧、行为卓越”的教育教学
情怀，让一批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脱
颖而出，先后有多名年轻教师在各级各类
竞赛课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武汉藏龙高级中学成立于 2022 年，
是一所全寄宿制民办高中。作为一所新
成立的民办学校，藏龙高中也存在着退休
返聘教师多、“海归”教师多、培训机构转
岗教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多的现象。学
校立足课堂主阵地，持之以恒开展“人人
上好一节课”活动，党员上示范课、新教师
上汇报课、骨干教师上研讨课，党政班子
成员蹲科挂年级听课点评。尤其是党支
部书记董有建坚持带头听课点评，做到

“三必听”，即思政课必听、示范课必听、学
科融合课必听，通过评课向新教师渗透先
进教育理念。

盘活第一资源，不断提高教师素质能
力。江夏区教育局有序推进名校（园）长培
养行动，培养更多的“领头羊”和“主心骨”；
推进卓越教师培养行动，锻造更多的“先锋
队”和“主力军”；推进年轻后备干部培养行
动，塑造更多的“生力军”和“潜力股”，保障
江夏教育人才队伍更迭有序、良性扩展。

除此之外，该区全面激发教育活力，优
化职能、精简机构、释放人力，将更多的人
力资源投放到教育教学一线。同时，实施
教育数字化战略，加快智慧教育大数据平
台建设，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新特征、新趋
势，开展数字助教、助学、助评，推动江夏教
育数字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教学生
态，为江夏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意见》提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党建
引领，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江夏区教育
局高度重视教师队伍思想建设，以党建引领
为抓手，锻造教师坚定信念。选树一批党龄
长、业绩优的在职党员教师，教育引领广大
教师牢记初心使命、献身教育事业。

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还要为学生点
亮心灯、启迪智慧，成为他们人生的引路者。
所以，新时代的教师素养不仅仅包括高超卓越
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更包括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对教师职业发自内心的喜爱与坚守。

“让自己始终站在教室里、钻入教材里、
走进学生心里。教师这份职业来不得半分
虚假。正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忘我
耕耘，才有一代又一代人拔节孕穗般地成
长。”郑亚玟是江夏区实验小学军运村校区
的一位普通教师，也是江夏区千千万万名班
主任中的一位，担任班主任九年，这是她作
为江夏教师对于教育家精神的理解。

在日常工作中，她细心捕捉孩子们的每
一个亮点。“我喜欢拿着相机，记录孩子们成
长的点点滴滴。课间的时候，捕捉最美瞬
间；批改作业时，拍摄最美作业；体艺活动
时，抓住最美身影。每周班会的最美画面欣
赏，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给孩子们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班级群里的每日播报

也让家长们感受到学校的用心和关爱，家校
沟通的难题不攻自破。”站在全国微班会大
赛特等奖领奖台上，郑亚玟分享的经验，让
与会的全国教师代表为她喝彩。郑亚玟说，
在她身边，有太多前辈们在岗位上奉献青
春，辛勤耕耘，用崇高的师德之光照亮一片
清纯的天地。“我唯有躬耕不辍，行路不止。”

在江夏区，还有无数优秀的教师，在坚
守信念的征程中奔跑逐梦，成为孩子们信赖
依靠的家人，敬佩学习的榜样。“为乡村孩子
撑起成长伞”的一初中王庆伟教师、“诗意教育
的点灯人”东湖路学校秦燕教师、“一个都不能
少”的特校校长王桂梅、“永葆激情，默默坚守
班主任岗位”的江夏一中邓超教师……他们
是江夏区广大教师的优秀代表，更是江夏教
育铸魂育人的生动写照。

为了发挥先进典型的辐射引领示范作
用，弘扬高尚师德，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
幸福感和责任感，江夏区大力开展先模教
师的选树和宣传活动，并通过学科、全校、
全区等层层选拔活动，形成人人争先进、科
科出榜样、校校有典型的良好氛围，让普通
教师在这些身边优秀教师的身上，既找到
标杆和方向，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让每一
位老师在献身江夏教育事业的同时，也能
体会到作为教师的骄傲感和幸福感。

以德立身
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盘活资源
不断提高教师素质能力

打破围墙
建立城乡教师配置新机制

“头雁”领航
“群雁”齐飞教师专业发展新格局

2023年，江夏区教育局发布《江夏教
育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2023—2025）”
实施方案》，江夏区计划 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12 月实施“十大行动”，而在这

“十大行动”中，直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实施名校（园）长培养行动”“实施卓
越教师培养行动”“实施年轻后备干部培
养行动”排名前三。针对教师队伍年龄
老化、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名师名校长不
足等难题，该区借由以上三大行动分类
培养教师人才，以“头雁”领航，带动“群
雁”齐飞。

首届“后备干部班”坚持“严管厚爱、
跟踪培养、动态评价”原则，入班52人，三
年跟踪培养周期后留下44人，他们的平
均年龄 33.8 岁，却已有 41 人走上了各级
各类学校管理岗位，成为教育管理干部
的生力军；“卓越教师班”经过三年培育，
已培养 4 名省级特级教师、10 名市级学
科带头人、80名区级学科带头人。

以“后备干部班”为例，班级的授课和

指导者除有中小幼知名校长、园长、名师
大咖外，还有江夏区教育局多位局领导。
局领导鼓励大家以局长、校长、名师的视
角来看待日常工作，为自己列出成长目标
和计划并实施。培养卓越教师时也同样
如此。学员们深有感触地说，每次确定培
训项目前，区继续教育中心都会多次向大
家发放调查问卷，了解他们想学什么、想
听哪位大咖的课、想在什么时间去学；区
里经验丰富的教研员们也是大家的热心
的专业顾问。

今年，江夏区将深入推进卓越教师
培养工程。一方面，要强化第一批、第二
批卓越教师培养对象的跟踪管理，对纳
入卓越教师培养对象的教师，各学校努
力搭建平台、创造机遇助推其专业发展；
另一方面，精心选拔启动第三批卓越教
师培训培养。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引领、
示范作用，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构建“头
雁”领航、“群雁”齐飞的教师专业发展新
格局。

郑信华是江夏区金口初级中学校长，也是带班教师，他和学生
们在实验室里。

(文/陈克茂 杨枫 向洁)

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桂梅获2024“荆楚好老师”称号。

书香校园里，朝气蓬勃的江夏学子。

●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74所，全区共有公办中小学（幼儿园）166所。

●在校生13.39万人，教职工7904人。

●从教师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我区编制教职工中45岁以上占比60%、45-35

岁占比18%、35岁以下占22%。

●2个省名师工作室（张春霞、张勋和）、5名正高级职称教师（陈建繁、张勋和、

李秀丽、熊春萍、张胜言）、11 名特级教师（王青枝、陈春芳、盛春萍、赵艳娥

等）、51名市级学科带头人。

●7位教师分获全国优秀教师（周月华、李前进、邓超）、湖北“荆楚好教师”（王
桂梅）、武汉市“最美教师”（曾攀、艾云珍、费世本）等荣誉。

数字里的江夏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