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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推进区域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实验研究背景与思考 

  （一）研究背景 

    闵行区位于上海市西南，总面积371.6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0万，有3个街道9个镇。1992年在原上海县和老

闵行区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新闵行区。新区建立以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闵

行区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全区近几年人口快速导入，教育需求不断增大，学生数从建区时的6万扩大至17万。全区已基本实现高标准、

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高中阶段入学率稳定在98%左右。2001年6月，闵行区被国家“三部委”联合授予全

国“两基”工作先进区光荣称号。我们坚持整体推进区域素质教育，“新基础教育”实验成果荣获上海市教科研成

果推广一等奖，同时被中国教育学会命名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新区建立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闵行进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期，成为上海市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县之

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础教育实现新的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基于

对教育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在2004年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区委、区政府作出了“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的

决定。作为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如何应对新形势对基础教育发展带来的新

挑战，如何选择推动闵行区教育新一轮发展的抓手和突破口，都必须进行系统的思考和选择。 

    在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决定从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入手。即：处理好“继承发展”的关系，聚焦“制度

创新”，努力形成“大教育”发展格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闵行区为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例

如进行了中招改革试点、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素质教育的发展，也为全区教

育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和发展基础。但在新形势下，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教育管理机

制、办学体制上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学校自主发展，影响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影响了区域教育资源合

理配置和人民对教育需求的满足，影响“大教育”格局的形成和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清

楚地看到，闵行教育要发展，一方面要继承我们原有的经验，另一方面必须用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来解决前进中出现

的矛盾和问题。 

    （二）整体构想 

    2003年秋，教育部、中央教科所在上海浦东召开“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理论与实践”第一次研讨会，我们聆

听了众多专家、领导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阐述，深受启发。我们认识到，区域教育发展必须要从学生、教师

和学校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出发，关注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建设，关注学校教育与社区教

育、家庭教育的合作，关注区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两大教育体系的构建。而现代学校制度目标指向正是我们要解决

的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2004年初，我们制定了《上海市闵行区现代学校制度实验区及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经区

政府同意上报市教委、教育部基教司和中央教科所。2004年底，闵行区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现代学校制度实验

区”。 

    （三）目标任务 

    在国家总课题组的指导下，2004年上半年，闵行区承担的《区域现代学校制度实验研究》课题正式启动，同时

被列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2004年11月，闵行区委、区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将“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区域教育制度创新是一项宏大、复杂、系统的工程，它既是一项课题研究，更是一项艰巨的实践工作。为此，我们

提出用五至八年时间，在科学论证、充分实验、逐步推进的基础上，在区域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方面达成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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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政府从教育管理微观层面逐步退出，建立起配套的政策法规、拨款、服务、督导

等宏观管理制度。 

    ——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形成，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基本形成，学校内部组织制

度、管理制度、评价制度形成配套的制度体系。 

    ——学校以学生全面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为价值追求的理念已经形成，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有明显

提高，区域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学校与社会、社区、家庭形成融合互动机制，各类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社区、家庭参与学校管

理、评价的机制形成，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度提高。 

    ——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能互相衔接，互相促进，为建立学习型城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奠定基

础。 

    为此，我们从本区实际出发，在实验研究的内容上，按照“两大层面，三大板块”的框架进行整体规划。“两

大层面”即政府和学校两个层面的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三大板块”即以调整学校与政府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实

验研究，主要有政府相关的管理体系、教育法规、环境营造、服务保障、教育投入、教育督导与评估等制度；以学

校内部建设为主的制度建设，有学校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文化制度、评价制度等制度体系的建设；以调整学校与

社会、社区、家庭关系为主的制度建设，包括“校、社、家”互动机制、社区和家庭参与学校管理制度、各类教育

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等。作者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局长   

阅读： 次 
录入：hjh 

【 评论 】 【 推荐 】 【 打印 】 

上一篇：培育挖掘学校人力资源的策略 
下一篇：课改重塑初中教育价值 

相关文章 

本文评论 

发表评论 

        

        

点评：  字数   

姓名：   (限会员登陆后发表评论)  

nmlkji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nmlkj

  发发 表  表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中国现代学校制度    电话：021-64924065-8305     投稿Email：336699ww@sina.com 

   主办：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 承办：《现代学校》编辑部 

沪ICP备050396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