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 日，回家过元旦的南京钟山学院学生许马岩和母亲马琳毅一同来到无锡市南禅寺流动献血车献血，
以这一特殊的方式共迎新年的到来。 图为无锡市“红蚁”献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向马琳毅、许马岩母子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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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

■常州大学：为青年才俊搭舞台拓空间 ＞2 ■因为热爱，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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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育发展迈上新台阶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省教育厅厅长 沈健

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
在这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 ，我

代表江苏省教育厅， 向全省教育系
统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新年
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江苏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 ，硕果累累 。 “十二
五” 时期是江苏教育史上发展环境
最好、改革力度最大、综合实力提升
最快、教育成果最为显著、人民群众
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在 2016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江苏教育发展专家
咨询会上，到会的全国知名的教育专
家一致认为， 江苏教育发展水平总
体已超过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
水平，在全国率先建成教育强省，探
索出一套在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不
均衡的省份率先建成教育强省 、加
快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江苏样本”。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江苏教育又留下了一串闪耀着光荣
与骄傲的坚实足印： 教育现代化建
设进入新阶段， 基础教育优质发展
实现新突破， 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创新发展取得新成绩， 高等教育内

涵发展迈上新台阶， 教育服务发展
能力显著增强， 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全面提高，教育民生得到积极改善。
江苏教育改革发展实现了“十三五”
良好开局， 教育综合实力和整体水
平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教育质量指

标继续名列全国前茅， 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
支撑。

2017 年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的
关键之年。 全省教育系统将全面贯
彻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决策部署 ，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提高质量为
核心，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优先发展为保障，继续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务实奋进 ，进
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统筹各
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增强教育服务发
展能力，推动教育惠民，强化教育保
障，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展望未来，使命光荣。 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提出，未来五年，全省将聚
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新世
纪第三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
到 2020 年全省教育实现 “一达到、
两提高”的战略目标。 面对新的历史
使命，江苏教育人要继续解放思想，
激荡智慧，开拓创新，砥砺奋进 ，厚
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发
展水平， 努力以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新成果续写好江苏教育的新篇章。

最后，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吉祥安康、工作顺利、阖家欢乐！ 让
我们共同祝福江苏教育的明天更加
美好!

本报讯（记者 董康）2016
年 12 月 30 日，省教育厅召开全
厅干部大会， 回顾总结 2016 年
教育工作， 研究部署 2017 年教
育重点工作任务。 省教育厅厅长
沈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
道凯和全体厅领导出席会议。 省
教育厅机关全体公务员、直属事
业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沈健指出，2016 年， 全省教
育系统紧紧围绕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决策部
署，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提高质
量、促进公平，统筹推进教育事
业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绩，实现了“十三五”的
良好开局。

沈健强调，2017 年教育工作
主要包括八个方面重点工作。 一
是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改
革开放。 加强监督检查，推动省
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意见》落到实处。 二是进
一步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 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发展，推
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推动高等
教育内涵发展，推动社会教育加
快发展。 三是进一步推动学生全
面发展。 大力加强德育工作，突
出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切实加强
体卫艺和国防教育，积极深化创
新创业教育。 四是进一步提升教
育服务发展能力。 积极推动高校
科技创新，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 大力加强语言文字工
作。 五是进一步推动教育惠民。
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稳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积
极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持
续完善扶困助学体系。 六是进一
步提升教育保障水平。 努力提升
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大力提高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着力推进教育
信息化，大力加强教育督导工作。 七是进一步加强党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着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大力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切实加
强党风廉洁建设。 八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全
面推进依法治教，切实加强教育内部审计，切实维护
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加强教育宣传与舆论引导。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推进教育事业
改革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沈健要求，要以
有力的举措、坚强的保障、务实的作风，为推进全省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全厅同志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努力
开创全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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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中小学生文明旅游教育
行动大赛颁奖仪式在宁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诗）2016 年
12 月 28 日，由省教育厅、省旅游局主
办，江苏教育报刊总社、省旅游局质量
管理处承办的全省中小学生文明旅游
教育“体验·分享”行动书法、绘画、征
文和影像大赛颁奖仪式在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举行。

此次大赛吸引了全省中小学生
广泛参与， 大赛组委会共收到 10113
件参赛作品。 通过初评、复评和终评，
共评出书法、绘画、征文和影像四项比
赛的一、二、三等奖作品共 242 件及鼓
励奖 180件。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主题报告会在我省巡讲

本报讯（见习记者 许妍）2016
年 12 月 28 日，“‘两弹一星’ 精神永
放光芒”主题宣讲教育报告会走进南
京中医药大学。

为学习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的
宝贵精神，经江苏省委组织部以及江
苏援青指挥部统一安排，12 月 23 日
至 30 日宣讲团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以及东南大学、江苏大学等 5 所高校
开展“两弹一星”精神巡讲活动。 来自
青海省原子城理想信念教育学院的
宣讲团成员从多个角度，展现了老一
辈科学家响应国家号召、 胸怀强国
梦、甘当无名英雄的事迹。

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博士研究生
培养模式改革督查汇报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李大林）2016 年
12 月 27 日， 省教育厅在南京林业大
学召开全省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专项督查汇报交流会。

会议期间，各高校分管负责同志
或研究生院负责人介绍了本校博士
研究生培养模式“五项改革”推进情
况。 由部属高校专家和省教育厅相关
处室负责人组成的评议组认真听取
了各校汇报，并就相关问题向汇报人
进行了提问。 在此基础上，评议组对
各省属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进行了打分、确定了等级，并为每
所高校撰写了督查意见。

要闻速览

日前， 为期两天的 2016 年
苏州市吴江区学校特色文化展
示暨课程建设推进会圆满落下
帷幕，这项一年一度的吴江基础
教育盛事持续了 10 多年， 记录
了该区学校特色文化与课程建
设融合推进的每一个脚印。

从项目特色到整体特色

在天和小学苏州文化馆设计
初期，为体现与“江南人家”相符
的特点， 校长钮云华跑回老家费
了大力气从当地渔民手里找到了
一套蓑衣， 这套蓑衣现在就挂在
该校苏州文化馆的墙上。 天和小
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蕴藏
了钮云华和教师们的精心设计。

在吴江区，每一所学校都在
校园环境、景观设计上下了一番
功夫，但吴江教育人的追求绝不
止于此。 走进盛泽小学，一群独
特的“小蓝领”吸引了每一位来
校访客的目光，这群“小蓝领”就

是学校的“校长小助理”。 这些
“小助理”都是活泼能干、积极向
上的普通学生，他们在管理岗位
上的身影，成为校园里一抹靓丽
的色彩。 从建校之初，盛泽小学
就确立了“和合教育”的特色文
化建设之路，和谐、民主、聚力的
“和融管理理念” 引导着孩子们
参与学校管理。 在这里，“人人都
是管理者”“责任为先”的担当意
识深入学生心中。

随着打造特色文化工作的
不断推进，吴江各学校的特色文
化不断涌现。 鲈乡实验小学的
“发现教育”、汾湖高新区实验小
学的“成长教育”、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初中的“百工坊”
……这些学校成为激活吴江区
学校特色发展的“鲶鱼”。“近 10
多年来，吴江中小学特色文化不
断发展，从项目特色、环境特色
走向文化特色、内涵特色，这是
我们永恒的追求。 ”吴江区教育

局副局长姚敬华说。

聚力特色，聚焦课程

在活动现场，记者发现每所
学校在展示校园特色文化的同
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课
程。 姚敬华告诉记者：“对于许多
学校来说，特色文化的推进与课
程建设总差些距离，而这成为我
们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不
断提升学校文化的内涵和品位，
引导学校文化建设由物理环境
转向课程教学。 ”

小学组活动当天，由吴江区
鲈乡实验小学教师俞旭执教的
科学课“点亮小灯泡”成为亮点，
虽然听课的是来自该区思贤小
学四（1）班的孩子们，但孩子们
在俞旭的指点下学得游刃有余。
这节课，俞旭将“发现学生，自我
发现”的课程理念诠释得十分到
位。 他告诉记者，“发现教育”是
鲈乡实验小学的特色文化，本节

课的研讨主题“优化探究活动，
促进学生发现素养的形成” 正是
从课程的角度诠释了学校文化。
“将学校文化与课程高度融合，有
机建构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师本
课程三个层级的课程体系， 既丰
富了课程资源，又优化了各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养，也为学生的个性发
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吴江区
教育局普教科科长张学强说。

从课程感悟中写“课程观察
报告”、从生活感悟中写文章、每
年给每位教师出一本书是汾湖
高新区实验小学的创新做法。
2013 年至 2014 年， 该校教师开
展“学术微报告”59 场，18 人在
校报、校刊开设专栏。 学校为教
师出书的美好做法一年年坚持
了下来，而当初，听到每人每年

出一本书的计划时，该校不少教
师都觉得不可思议。 截至目前，
该校“我在汾小” 丛书共完成 9
辑 378 本， 学校汇编研究成果
“汾小五周年丛书”“汾小年鉴”
等各类书籍 30 余种。 汾湖实小
用课程感悟反哺学校文化，最终
形 成 了 师 生 共 享 的 学 校 特
色———“成长教育”。

上下联动，多方引智

“在国学、 国术、 国艺‘三
国’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曾
经迷茫，甚至举步维艰，”钮云华
说，“教师缺少传统文化底蕴和
参与课程活动的激情，学生的现
代生活和传统文化存在时空距
离，课程开发实施与师生课业负
担存在冲突，

让特色文化与课程建设“比翼齐飞”
———苏州市吴江区学校特色文化与课程建设融合推进工作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许妍

（下转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