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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个多亿用在教育上

“黑屋子”变得“敞亮亮”

2001年，高新区教育管理部
门成立之初，高新区仅有2所农村
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
是当时高新区教育的真实写照，
全区教育软件硬件都不达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伴随
着济南城市“东拓”战略的实
施，东城核心的高新区在教育
事业方面不得不面临“跨越式”
发展的要求。为尽快提升高新
区教育资源水平，高新区管委
会下大气力投入教育发展。

2004年8月，济南高新区第
二实验学校成立。根据定位，该
校是高新区为适应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需要而创办的具有人文
性、实验性、国际性的九年一贯
制现代化学校，肩负着要尽快
促进当地农村的城市化发展的
使命；2008年9月，为解决孙村
片区旧村改造后村民子女上学
问题，一所崭新的小学——— 高

新区春晖小学应运而生；紧接
着，奥龙小学、丰奥嘉园小学、
奥体中路学校、凤凰路学校等
一批新学校陆续建成开学。

在不断建成新学校的同
时，划入高新区的多所农村学
校也迎来了校改的历史机遇。
大正小学、鸡山小学、章锦小学
等一批原先的农村小学，或原
址重建，或改建迁建，原初的

“黑屋子”如今变得“亮敞敞”。
“原先学校的硬件设施哪有这
么好，现在经过改建，跟城里的
顶尖学校相比也毫不逊色。”大
正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教育部门统计，仅2014年
高新区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就达
1 . 66亿元，2015年教育支出将在
1 . 7亿元以上。未来3至5年，高新
区将投资4亿元对高新区实验中
学进行三期改造提升工程，打造
高端有特色的品牌高中。

“两条腿走路”
5年内树立高新教育品牌

“高新区的教育发展不仅
仅体现在硬件建设上，我们也
要两条腿走路。”高新区教育部
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两条腿走
路”的发展格局，就是要坚持外
引优质教育资源和内升优质教
育资源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1月6日，为期三天的高新
区学校教育教学特色及校园文
化观摩活动结束，高新区教育
部门负责人和18所中小学的校
长们用三天时间走访和对比各
兄弟学校的发展特色和水平。

“鸡山小学的心理咨询室建得
不错，章锦小学的舞蹈排练室
也很好，凤凰路学校的实验室
相当高大上。这些都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观摩活动中，一学
校负责人介绍。据了解，除了相
互学习区域内兄弟学校的办学
特色，去年11月中下旬，高新区

社会事务局还组织各学校校长
及相关人员赴南京、杭州参观
了部分名校校园文化建设。

在不断借鉴提升本地学校教
育教学水平的同时，高新区也正
在不断引进外来优质教育资源。
近些年来，高新区先后与山师附
小、山东省实验小学、山大二附
中、北师大合作办学，山师附小雅
居园校区、奥龙小学、凤凰路学校
等就是引进外来优质资源办学的
典型代表。据了解，即将投入使用
的中海天悦府学校、万科麓山学
校和重汽翡翠雅郡学校也将采取
合作办学的方式。

根据高新区的教育布局，
下一步，高新区还将加快推进
国际学校建设，按照“一年上轨
道、三年出成绩、五年创品牌”
的总体目标，打造一流的教育
环境，树立高新教育品牌。

今年将新增五所中小学

流海、火炬小学有望明年搬迁

教育的“两条腿走路”，带来
的是高新区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
水平的显著提升。高新区第一实
验学校、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被
评为“济南市教学示范校”和“省
级规范化学校”；春晖小学获得山
东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在第二
届全国微课程优质资源展示中，
高新区有11人获得优秀奖；在全
国微格教学中，高新区第一实验
学校邹文老师获得一等奖；在全
国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大
赛中，孙村中学贾廷平老师获得
二等奖……

高新教育的发展之路仍未停
下。根据济南市解决城镇普通中
小学大班额问题学校建设规划，
2016年，高新区又将新增5所中
小学，改扩建1所学校。其中孙
村小学改扩建，新增学位数
1485个，新增班级33个；新建东
城逸家小学36班、东城逸家中
学36班；新建万科麓山小学部18
班，初中部9班；新建中海天悦府
学校18班。此外，根据高新区黄金

谷安置区和武家安置区的建设进
度，流海小学有望在2017年迁入
武家安置区新校区，火炬小学有
望2017年底或2018年初迁入黄金
谷安置区新校区。

谈及下一阶段高新区教育
发展重点，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副局长赵永言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将重点加快教育信息
化建设，围绕“互联网+”，制定
高新区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利用高新区信息技术高地
的有利条件，推进高新区教育
发展信息化建设，营造良好的
教育发展环境。同时，深化与北
师大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名师
近距离授课，加大教师队伍培
训力度，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
水平；加快学校建设，力求满足
日益增长的入学需求，争取3至
5年内把规划建设的学校纳入
建设日程；加快教育改革，实行
教育去行政化，深化课程改革，
挖掘特色课程，努力办人民满
意的学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记者观察>>

高新教育

仍面临三大难题

相比于过去，高新区的教育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高
新区更为急剧地产城融合发展
中，对高新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突破发展的路上，高新教育
还面临至少三大难题。

第一，生源水平不一。高新区
正处在城市东拓的城市化进程中，
学校生源不少是原村庄里的孩子。
再加上不断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
员涌入，以及一些高层次人才来高
新区落户创业，使得高新区的生源
相对复杂，既有原先村里的孩子，
也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还有
一批具有家庭条件和家庭教育相
对较高一些的孩子。生源水平不
一，如何实现统一教学，这是摆在
各个学校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教育资源不均衡。尽管这
些年来，高新区试图通过新建改建
扩建等方式改变教育落后现状，但
这种改变往往建立在片区规划的前
提下。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地方列入
了下一步的产业发展规划，才能配
合进行学校改造提升，这也造成了
各学校间的不均衡。就拿庄科小学
来讲，未来3至5年，这一片区没有大
的产业发展规划，因此，该小学使用
的教室仍有上个世纪的房子，还有
不少板房，一个教室大小不足50平
方，直至去年才配上暖气。

第三，师资队伍需提升。现有
学校许多是原村里学校的教师，
文化水平相对市区里的教师水平
来讲，还有差距。尽管高新区也曾
尝试引进高学历的年轻教师，但
因为编制缺乏待遇一般，往往很
难留住。再加上不少学校离市区
较远，也不具有吸引力。

尽管发展的路上还有许多待
解的难题，但也应看到，高新区教
育正在大阔步向前发展，也正在努
力解决遇到的问题。例如，高新一
中的“导师制”改革就试图用分层
方式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针对
性教学，建设“国际学校”分流高层
次人才子女的特殊群体教育。

对于教育资源不均，高新区正
在积极推动片区发展规划，及时调
整分配当地教育资源；在师资队伍
的培养上，高新区也正在和北师大
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名师近距离授
课，加大教师队伍培训力度，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每年输入年
轻的教师力量，“教育去行政化”尝
试也列入日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伴随着济南城市“东拓”战略的实施，东城核心的高新区在教育事业方面也不得不面临“跨
越式”发展的要求。自2000年以后，高新区以每年3所中小学的速度新建或改扩建学校，如今辖区内已有18所中小学，一
改往昔“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教育现状。据了解，根据高新区制定的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今年，高新新区又
将新增5所中小学，并计划用5年时间树立起高新教育的品牌。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高慧慧

凤凰路学校实验室里可以看银河星系。

丰奥嘉园小学学生正在上3D打印课。

春晖小学彩虹湖校区的音乐课。

奥体中路学校阅读小明星活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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