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2024——2026）

根据方山县委、县政府教育“四个优先”发展战略，方山教

育整体改革分三个阶段推进，每个阶段为期三年，第一阶段（2021

——2024）“合作上轨道，学校站起来”，第二阶段（2024——2027）

“管理上规范，学校站稳脚”，第三阶段（2027——2030）“质量

上台阶，学校站前头”，三个阶段自成一体，构成方山教育全面

振兴持续发展的完整过程。

目前第一阶段基本达成预期目标:成功铺设方山江阴两地教

育合作共建轨道，在江阴教育管理团队带领下，方山县高级中学、

方山县第一中学等龙头学校取得了较大发展，办学质量提升迅猛，

基本扭转了长期存在的生源外流现象，教育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

按照县委、县政府整体谋划，现制定第二阶段三年发展规划。

一、机遇挑战

（一）在县委、县政府超常规教育发展战略指导下，第一个

三年发展目标顺利完成，江阴、方山两地教育合作模式逐步完善，

三年中百余位江阴老师和管理者加入方山教师团队，为方山教育

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能，中高考主要质量指标连年快速提升。

2024 年的中考高考，方山县高级中学、方山县第一中学主要质

量指标均位列吕梁市同类型区域校际前列。办学质量的提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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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方山教育的形象，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设了良好的社

会基础。

（二）方山教育由于长期处于士气低靡生源流失纪律松弛的

状态，方山教师队伍整体状况难以胜任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问题表现在：年龄结构不合理，生源长期流失导致队伍年龄老化

专业退化等问题突出，缺乏活力和生气；作风建设待加强，制度

的缺位和管理的不力致使队伍责任意识淡漠履职水平低下，违规

失职现象普遍存在;常年优质生源的流失，导致教师专业标准低

下教师专业水平呈现集体下沉趋势，教师专业发展严重滞后。教

师队伍建设是我县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教育生态的修复需要一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一方面，

唤起社会群众对方山教育的认可和信任，需要方山教育自身出现

实质性、机制性且不可逆的改变，而非只是外在的阶段性的因素

引起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城市和周边县

区教育发展的步伐在继续加快，给我县教育造成的竞争压力不仅

没有缓解甚而在加大。修复教育生态，重建教育信任，是下阶段

方山教育发展的核心课题。

二、总体目标

（一）2024--2025:建机制，强作风

以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抓手，围绕教工履职规

范、职称晋升制度、骨干教师培养以及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建章

立制，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管理水平，形成制度健全、纪律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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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有力、作风过硬、声誉良好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格局。队伍

建设学段目标为:学前教育增活力，小学阶段提品质，初中教育

强规范，高中职中教育讲专业，教育系统重能力。

（二）2025--2026:增效率，提品质

讲效率促教师队伍专业发展，重品质促学校管理水平提升。

强化教师培训和教研组织实施质量，全面加强教师“六认真”教

学规范管理、建构县域质量统一管理体系；增强效率意识，提升

课程实施水平，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推进高效课堂建设,拓

展质量持续提升路径；教体局统领建立规范的财务后勤管理保障

体系，高标准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为学校管理者专心治教创设空

间。

（三）2026--2027:树形象，立潮头

在全市范围内树立方山教育规矩严、管理实、队伍齐、作风

好、质量强的整体形象，凝聚社会各方教育信任，助推方山各学

段办学走向全市前列。方山江阴教育合作模式推向新的阶段；继

续高举江阴教育合作大旗。方山本土管理人才和骨干教师全面走

上前台，勇担方山教育发展重任，教育管理机制和学校治理机制

成熟而富有活力。

三、重点工程

（一）规范管理推进工程

建设目标:完善治教治校制度规范，打造教师队伍过硬作风。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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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相关法规纪律整肃教育队伍，追求“在编人员规范标

准都一样，在不在岗身份就不一样，干多干少待遇权利也是不一

样”考核结果；

2.统一教工队伍履职标准，协同编办、人社等部门制定《方

山县教育系统在编在职人员履职规范及相关处置规定》;

3.提升治教水平，强化教师身份专业要求，制定《方山县教

师职称晋升基础条件及和职称相匹配的工作标准》；

（二）师资队伍建设工程

建设目标:强化教育系统队伍管理，建设一支“敬业、专业、

精业”有竞争力的教师队伍。

主要任务:

4.规范学校管理岗位的设置和考核管理，实行干部聘用任期

制,鼓励学校开展全员竞聘上岗，建立高效的学校管理模式；

5.激活学校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学校低重心两级管理机制，

加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建立管理人才库，推进管理队伍梯队建

设;

6.开展“青蓝工程”，启动名师工作室建设，加快青年教师

专业成长；

7.加大教师专业发展激励力度，制定并实施《方山县名特教

师奖励办法》；

（三）教学质量管控工程

建设目标：确立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观，形成和学校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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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的质量管理机制。

主要任务:

8.根据学校实际，建立学校年度质量目标体系；

9.按照“一校一策”要求，以学校为单位建立校本质量管控

机制；

10.以教研股为阵地，完善教学质量分析评估和指导反馈机

制；

（四）课程实施标准工程

建设目标：规范执行国家课程标准，建立校本课程开发实施

模式。

主要任务:

11.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课时标准，推进非考试学科课程实施

标准化建设；

12.支持学校推进校本课程研发，培育一批校本课程精品成

果；

13.开展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使用情况督查，提升专室利用效

率，丰富课程实施样态；

（五）课堂教学改进工程

建设目标：建设“基于学情、注重基础、追求效率”的有效

教学课堂样态。

主要任务:

14.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举措全面提升教研水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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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展同课异构、示范课、研讨课等多种形式的公开教学活动；

15.围绕“教学六认真”工作要求，强化教学常规管理，确

保教师“课前备课充分、课中实施讲究、课后反馈到位”，作业

管理等教学环节管控有力；

（六）行动德育提升工程

建设目标：建立具有方山地方特色，注重思想引领、行规养

成、精神培育，易操作、重实践、看过程的学校德育行动体系。

主要任务:

16.按照“立足方山，一校一品”的总体思路，制定并实施

学校行动德育工作方案；

17.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班主任队伍，推进班主任岗位专业品

质管理，全面实施品格提升工程；

（七）后勤保障规范工程

建设目标：发挥教体局主导作用，建立标准统一、程序统一、

平台统一的“三统一”的后勤保障工作机制。

主要任务:

18.在全系统推进规范、透明、高效的学校标准化财务管理

制度建设；

19.在全系统开展统一的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八）教育生态修复工程

建设目标：创设方山教育真抓实干工作氛围，营造全社会尊

师重教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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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20.在教育系统内开展“振兴教育，从我做起”主题教育活

动，提振士气，提升教育品质；大力宣传优秀教师事迹，在全社

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21.规范家长委员会制度，促进家校合作，指导家长提升家

庭教育水平，创设教育发展良好社会生态。


