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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增减，在全面实现城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的同时

避免资源低效利用甚至闲置浪费，打造硬件过硬的义务

教育强省。二是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

建设。根据城镇化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做好入学人数

长 期 测 算 ， 针 对 部 分 小 、 散 、 弱 的 乡 村 小 规 模 学 校 ，

根 据 学 校 规 模 及 校 舍 实 际 需 要 因 地 制 宜 ， 不 搞 “ 一 刀

切”。此外，寄宿制学校建设在满足学生学习条件、生

活条件、交通条件的同时，健全家校常态化沟通机制，

关注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及日常安全。

（三）科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 是 以 “ 大 思 政 课 ” 体 系 为 抓 手 ， 将 立 德 树 人 根

本任务贯穿义务教育学校始终。一方面通过创建一批中

小 学 德 育 工 作 示 范 基 地 、 示 范 校 ， 遴 选 推 广 一 批 思 政

“精品课”，打造省市县德育品牌，做到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思政课程课程思

政教师“大练兵”，鼓励各中小学与有关高校进行结对

共建，发挥高校思政人才学科优势，推动大中小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此外，充分利用陕西本土历史文化资源，

从延安精神、西迁精神、梁家河等红色文化资源中挖掘

优质思政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党

性教育，强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思想政治引领。二是建

立“双减”刚性底线标准和常态化跟踪、反馈、纠偏机

制，确保“双减”落地见效。强化校内减负提质，持续

加 强 作 业 管 理 ， 丰 富 课 后 服 务 。 加 大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监

管，坚持从严治理，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维护良好育

人环境。三是坚持“五育并举”，加强“五项管理”，

强化体美劳教育、科学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严格执

行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开设刚性要求的基础上，

广泛开展“三项活动”，积极统筹社会资源开展体育竞

赛、艺术展演展示等活动。在劳动教育层面，建立健全

劳动教育“一校一清单”制度，建立校内外劳动实践场

所，常态化开展家务劳动和校园劳动，定期开展生产劳

动和服务性劳动。在科学教育层面，通过建设学校实验

室，开齐开足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实验，将科学教育纳入

课后服务项目等方式加强科学教育。遴选一批优质科学

课和实验教学资源，推出一批优秀科学教育成果，打造

一批中小学科普教育基地。在心理健康教育层面，积极

开展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

健心，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行动，充分利用“三个课

堂”，选派专家学者入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讲、知识

普及，指导全省各中小学教师、学生及家长充分认识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着力开展心理预警干预体系建设

和社会心理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贯

穿义务教育始终，更好促进义务教育强省建设。

（四）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师范教育优秀生源的培养。与具有师范专

业的高校紧密合作，完善优质师资供给；大力开展银龄

计划，盘活已退休的优秀教师返聘至薄弱学校从事一线

教学或管理工作，发挥传帮带作用。二是细化教师轮岗

交流细则。做好轮岗交流的顶层设计和细化规则，健全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机制，落实公办中

小学教职工归口管理，持续加大“组团式”交流帮扶的

支持力度。三是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充分利用国培计划、

省培计划等，建立面向全员、主抓青年、突出骨干、倾斜

乡村、学用结合的教师培训制度体系。在培训内容上与时

俱进，将社会前沿热点、数字化赋能教学方法等内容囊

括其中，及时增补。在培训方法上以沉浸式、讨论式、

情景式等模式丰富培训形式，增强培训吸引力。

（五）加快数字化赋能进程

一是强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陕西教育扶智平台在

智慧课堂、双师课堂、网络教研、个性化学习和过程性

评价等方面的融合应用，加快省市智慧教育平台一体化

建设。二是指导中小学校开齐开足信息科技类课程，扎

实开展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培训和实践，激励教师以数字

化手段推进教学改革，为教师提供能够实现教学创想的

数字基座。三是完善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优化教育

城域网建设，提升教育专网服务能力，以数字技术赋能

教育治理水平，推动学籍管理、控辍保学、课后服务、

家校互联等系统应用。探索建立大数据支撑的教育智能

评价体系，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推动形成教育数字保障体系规范全面的教育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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