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教育行动重点任务

序
号

项目
名称

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１

城乡中
小学校
布局优
化工程

全面摸清县域内城乡学校底数ꎬ 密切关注学生数为零的
乡村学校并做好是否继续办学研判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底前
以县 (市、 区) 为单位制定城乡学校布局专项规划ꎬ
重点聚焦未来五年县域内 “三所学校”、 小规模学校及
存在大班额、 大校额学校的区域布点规划和结构调整ꎬ
明确时间节点和实施路径ꎮ 实施过程中ꎬ 严格按程序撤
并 (恢复) 确有必要撤并 (恢复) 的小规模学校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每个乡镇 (不含街道) 至少建有一所公办寄
宿制学校ꎬ 每个乡镇建有 １ 所以上规范化公办中心幼儿
园ꎬ ２０ 万人口以上的县 (市、 区) 建有 １ 所以上标准
化特殊教育学校ꎮ 全面消除普通中小学校大班额、 大校
额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自
然资源厅、
交 通 运 输
厅 按 职 责
分工负责

２
县中托
管帮扶
工程

推动各地通过高校帮扶、 市域内结对、 集团化办学等方
式开展县中托管帮扶ꎮ 依托省全口径、 全方位、 融入式
结对帮扶机制ꎬ 充分发挥高校在县中校长选配、 教师招
聘、 教师学历提升、 师资培训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作
用ꎬ 提升县中办学水平ꎮ 探索实施在职教师学历提升专
项行动ꎬ 由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设教育类相关专业的高
校采用自主培养、 联合培养等多种模式ꎬ 协同地方开展
非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ꎬ 着力提高县中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ꎮ 推动市域内每所优质高中至少托管帮扶 １ 所
薄弱县中ꎬ 每个以优质高中为核心校的省级优质基础教
育集团至少帮扶 １ 所薄弱县中ꎮ 鼓励珠三角地区依托区
域帮扶机制ꎬ 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中提高办学水
平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 委 组 织
部、 省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
工负责



序
号

项目
名称

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３

“ 三 所
学 校 ”
质量提
升工程

加大 “三所学校” 支持力度ꎬ 支持 “三所学校” 发展ꎮ
全面改善学校场所设施、 仪器设备、 生活服务、 校园文
化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ꎮ 推动将名校 (园) 长配备
到 “三所学校”ꎬ 加大 “三所学校” 学科骨干教师、 中
小学本科学历以上教师、 幼儿园专科学历以上教师配备
力度ꎬ 通过跨校评聘、 设立校 (园) 特设岗位等吸引
优秀骨干教师到 “三所学校” 交流任教ꎮ 通过高端研
修、 设立专项培训项目、 “三名” 工作室、 专题教研等
方式加强 “三所学校” 校 (园) 长、 教师培育、 培养、
培训ꎮ 到 ２０２４ 年ꎬ “三所学校” 办学条件全面改善ꎬ 专
任教师足额配备ꎬ 教师补充、 培养、 培训机制健全完
善ꎬ 各项政策待遇有效落实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 “三所学校”
功能室建设、 教学设备、 生活服务设施、 教育信息化建
设与应用水平不低于县域内城区优质学校ꎬ 校园文化氛
围浓郁ꎬ 学生学业水平与城区优质学校差异率低于
１５％ ꎻ 幼儿园保教质量水平较高ꎬ 安全管理规范优质ꎻ
县级以上学科骨干教师比例、 中小学本科学历以上教师
比例、 幼儿园专科学历以上教师比例不低于城区ꎻ 户籍
儿童学前、 小学和初中生源在当地学区内就读的比例逐
年提升ꎻ “三所学校” 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财
政 厅、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
工负责

４

乡镇学
校管理
模式优
化工程

鼓励有条件的乡镇幼儿园、 小学、 初中同学段整合为三
个或多个独立法人机构ꎬ 实行 “一园多点、 一校多区”
一体化管理ꎮ 推动全省各地建立以乡镇中心幼儿园、 中
心小学、 初中学校为主体ꎬ 同乡镇内若干所幼儿园和义
务教育学校为成员的学区ꎮ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乡镇
中心幼儿园、 中心小学、 初中学校工作力量ꎬ 加强乡镇
学校一体化管理ꎬ 提升教育资源使用效益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全省基本实现乡镇学区化管理全覆盖ꎬ 学区内教师 “走
教” 制度完善ꎬ 通过跨校兼课、 走教、 支教、 轮岗等方
式ꎬ 教师在学区内学校流动顺畅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 乡镇学
校管理模式更加优化ꎬ 学区内资源统筹调配无障碍ꎬ 使
用效益进一步增强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财政厅、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工负责



序
号

项目
名称

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５

城乡教
育共同
体创建
工程

制定 «广东省城乡教育共同体创建实施方案»ꎬ 指导各
地制定城乡教育共同体未来五年建设规划ꎮ 为每个共同
体选择一所质量好、 指导能力强的城区公办学校 (教育
资源) 作为牵头校ꎬ 通过 “城区优质公办学校 (教育
资源) ＋ ‘三所学校’ ＋乡村其他学校” 办学模式ꎬ 充
分发挥 “三所学校” 上联城区学校、 下带农村学校的
“支点” 作用ꎬ 带动提升县域基础教育发展水平ꎮ 城乡
教育共同体实行统一领导ꎬ 人财物由牵头校统一调配和
使用ꎻ 城乡教育共同体内各校机构编制分别核定、 统筹
使用ꎻ 教师统一招聘ꎬ 统一培养ꎬ 跨校区无障碍调配ꎮ
推进共同体行政、 人员、 资金、 教学、 研训、 资源、 考
核一体化管理ꎮ ２０２３ 年底ꎬ １３ 个省级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实验区试点编制创建方案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实验区创
建至少 ６５ 个城乡教育共同体ꎬ 实验区和其他已开展创
建工作地区城乡教育共同体运行管理顺畅ꎬ 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 全省城乡教育共同
体功能形态完善ꎬ 内部资源调配无障碍ꎬ 运行管理优质
高效ꎬ 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委编办ꎬ
省财政厅、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工负责

６

选优配
强乡村
校(园)
长工程

严格落实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ꎬ 严把校
(园) 长入口关ꎬ 改善和优化校长队伍素质结构ꎬ 加强
后备校 (园) 长培养力度ꎬ 遴选一批城区年轻后备校
(园) 长到乡村担任校 (园) 长ꎮ 实行校长城乡定期交
流轮岗机制ꎬ 领导人员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
１２ 年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 力争县域内 ４５ 岁以下乡村校 (园)
长达到 ５０％以上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 委 组 织
部、 省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
工负责



序
号

项目
名称

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７

乡村教
师专业
能力提
升工程

开展乡村教师系列培训计划ꎬ 加强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
校 (园) 长任职培训、 提高培训和专题研修ꎬ 全面提
高校 (园) 长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ꎮ 加大对全科教
师、 音体美劳心理等学科教师培养培训力度ꎬ 组织富余
学科教师参加全科教师培训计划ꎮ 村小、 教学点新招聘
的教师ꎬ ５ 年内须安排到县城学校或乡镇中心校任教至
少 １ 年ꎮ 教研员 ５ 年至少到乡村学校指导 ３０ 次以上ꎻ
新入职教研员 ３ 年内蹲点时间不少于 １ 年ꎮ 县 (市、
区) 教研室每学期对乡村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２ 次以上ꎬ
每学期安排乡村教师上公开课或汇报课ꎮ 小规模学校教
师每学年参加区域集体教研活动的机会不少于活动总量
的 ８０％ ꎮ 实施 “互联网＋教研”ꎬ 通过开展网络名师工
作室、 线上线下混合教研、 虚拟教研、 智能研修等教师
研修模式ꎬ 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实
现乡村学校教师学历全面达标ꎬ 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完成
率 １００％ ꎻ 乡村学校教研全覆盖ꎬ 教学质量与城区学校
的差距逐年缩小ꎻ 乡村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能力明
显提高ꎬ 数字化教育教学实现规模化、 常态化应用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厅 按 职
责 分 工 负
责

８

基础教
育课程
教学改
革三年
行动工
程

落实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 年版) »ꎬ
统筹规划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实施ꎬ 印发
«广东省义务教育课程实施指导意见»ꎬ 在开齐开足国
家课程的基础上ꎬ 加强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教学管理ꎬ
大幅度减少地方课程种类、 减少开设年级和课时量ꎬ 地
方课程保留三种课程ꎬ 原则上在部分年级开设ꎬ 一个年
级最多开设一门ꎬ 高中不设地方课程ꎬ 增强学校开发特
色校本课程的主观能动性ꎻ 重点做好省级规划的地方课
程 “一综合＋两分科” 三个课程的规划开发ꎬ 研制 «中
小学地方综合课程指导纲要» «中小学生涯规划课程指
导纲要» «中小学创新教育课程指导纲要»ꎬ 加强地方
课程教材的编写指导和教材的审核ꎮ 发挥乡土文化优势
禀赋ꎬ 指导乡村学校开发特色校本课程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



序
号

项目
名称

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９

特殊群
体关爱
教育工
程

健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ꎬ 加强民政和教育部门对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定期
比对ꎬ 及时标注学籍系统相关儿童信息ꎮ 针对特殊群体
开展精准个性化帮扶工作ꎬ 指导学校建立教师 “一对
一” 帮扶制度ꎬ 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慈善资源
投入、 教育和心理专业志愿服务参与等方式加强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精准化教
育帮扶和心理健康服务ꎮ 推动每个乡镇建成小学和初中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ꎬ 推动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特殊学生
人数较多的乡镇设立特教班ꎬ 鼓励在九年一贯制学校、
寄宿制学校设立特教班ꎮ 推动普通教育学校针对特殊教
育学生制定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ꎬ 为随班就读学生适应
课堂教学提供适宜的学习资源和训练项目ꎮ 开发面向留
守儿童、 学困儿童、 特殊儿童等群体关爱教育教学指导
用书ꎬ 确保全省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保持在 １００％ 以上ꎬ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 ９６％ 以上ꎬ 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保持在 ９６％ 以上ꎬ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儿童少
年入学率保持在 ９７％以上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ꎬ
省民政厅、
财 政 厅、
卫 生 健 康
委、 残 联
按 职 责 分
工负责

１０

乡村温
馨校园
创建工
程

持续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ꎬ 在硬件达标的基础上ꎬ 重
点加强校园文化建设ꎬ 提升乡村学校的安全防护能力ꎬ
提升学校整体办学育人水平ꎬ 为乡村孩子创设环境优
美、 安全舒适、 快乐和谐的就学条件ꎮ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
期间ꎬ 全省创建乡村温馨校园 １００ 所ꎮ

省教育厅、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人 民
政府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